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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数学教材是数学知识的载体，也是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媒介。主题图作为小学数学教材中的一大

亮点，对学生数学知识的学习，核心素养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本文以探索北师大版小学中段数学教

材的主题图在教学中的运用为目的，对教师如何利用主题图展开有效教学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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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s are not only the carrier of mathematics knowledge, but 
also the medium of teachers’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As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s, the theme map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students’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knowled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qual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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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theme map in teaching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s published by Beijing Nor-
mal University,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how teachers use the topic map to carry out teaching. 

 
Keywords 
Middle-Level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al Topic Map, Effective Teaching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 2022 版新课标的颁布，学生形成面向未来社会和个人发展所需要的核心素养成为重中之重。核

心素养是在数学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不同学段发展水平不同[1]，各个版本数学教材中呈现

的主题图，不仅是学生学习小学数学知识的杠杆，也是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资源[2]。其中北师大版小学

数学教材主题图作为教材的一大特色，无论对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3]。
通常情况下，主题图分为 5 类，即生活情境类、实践操作类、童话故事类、实物直观类和知识构建类[4] [5]，
不同种类主题图的作用也不尽相同。通过小学数学教学的实践经验结合课堂真实案例，从三个方面对北

师大版小学数学中段教材主题图的运用进行详细阐述。 

2. “看”——掌握方法，正确理解主题图 

教材的编者在安排教材内容时都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一是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顺序，二是遵循知

识的逻辑顺序，主题图亦如此。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可知小学生的思维正处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

逻辑思维过渡的阶段，但仍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需要具体的实物支撑才能解决问题[6]。主题图作为一

种重要的教学资源，对提升教学效率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发挥其专业性，利用主题图创设一定的

情景，和学生一起“看”主题图。“看”的不仅是书中呈现的一幅幅有趣的图片，更需要教师引导学生

把握教材内容的中心思想，从不同角度，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对主题图进行观察、分析、解读，通过“看”，

明白主题图的内涵，把握教材的方向与意图。 
从“看”主题图可以延伸到“说”主题图，学生将看到的图片内容用文字性的语言描述出来，使知

识在学生头脑中清晰呈现。对于比较复杂的知识，例如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四年级上册《线与角》

中，学生对于“过直线外一点作已知直线的垂线”、“两条直线相交成直角时，这两条直线互相垂直”

“由一个顶点引出的两条射线所组成的图形叫做角”等一些数学抽象语言难以理解时，就需要教师引导

学生“说”出来，根据图片，将图中蕴含的数学知识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教师再加以引导，概括为

更精准的语言。“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教学质量，活跃课堂气氛。通过“说”，

教师更深入的了解学生原有知识的水平，根据学生情况找出问题，有效调整课堂教学进度与内容，有针

对性的解决问题。 
由“说”主题图拓展到“画”主题图，从理论过渡到实践，例如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四年级

上册《方向与位置》(如图 1 所示)，“笑笑从家到图书馆，怎样说清楚她要走的路线”。部分教学过程如

下： 

师：我们学校的大门在什么方向？主席台在什么方向？教学楼在什么方向？每天早上太阳从哪里升起？请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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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用手指一指方向。 

老师提问学生做出反应，并在练习本上画出方向板(学生学习生活中的方位与方向板中方位的不同)。 

师：笑笑周日去图书馆，说一说笑笑从家到图书馆的路线图，说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请大家讨论后发言。 

① 说明方向，走了多远，哪里拐弯。 

② 学生说路线。 

③ 笑笑从图书馆到家怎么走？画一画、说一说。 

该教学过程学生首先通过“看”主题图，明白图中信息，再带着问题“说”主题图。教师结合现实

生活，通过该过程，了解学生对方位的认知程度。确定学生对方位有了清晰认识，能够根据方位和距离

确定目标位置后，教师要求学生根据题目“画”出路线图。学生通过动手画图，将描述性的语言图像化，

把大脑中的潜在图示转变为现实状态，此时才能更清楚地理解知识，对问题及知识点融会贯通，清晰“画”

出重、难点。 
“一看二说三画”，根据教学内容以及课堂条件进行合理编排及结合使用，否则很容易使数学课堂

变为“看图说话”。“看”是理解主题图的前提与基础，通过对学生感官的刺激，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说”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强化了“看”的感官刺激；最后让学生动手

实践，独立完成画图，增强自我效能感，培养学生成就感和自信心。 
 

 
Figure 1. Topic map of “direction and position” 
图 1. “方向与位置”主题图 

3. “挖”——深入内涵，合理运用主题图 

“挖”主题图，一是“挖”主题图的内涵，二是“挖”学生通过主题图深度参与课堂教学的潜能。

主题图给学生呈现知识，教师利用主题图引导学生更多的参与课堂，促进知识迁移。 

3.1. 主题图的呈现方式与时机 

从“看”主题图出发，学生看到怎样的主题图，对其理解知识的程度有一定的影响。教材中的主题

图都是以静态的形式出现在教科书中，只是通过看书本中的图画，难以深入理解知识；再者，学生看惯

了课本中的图片，摸清了教师教学的套路，会产生学习倦怠，很难做到有效教学。出现这种现象时教师

就应及时反思，改变现有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改善固有的教学方式，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优化主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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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呈现方式。以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四年级上册《生活中的负数》(如图 2 所示)生活情境类主题图

为例，部分教学过程如下： 
 

 
Figure 2. Topic map of “negative numbers in life” 
图 2. “生活中的负数”主题图 

 
导课：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师：孩子们，我们在三年级的时候学过一篇语文课文叫《葡萄沟》，你们还记的那是什么地方吗？ 

生：新疆吐鲁番。 

师：美丽的新疆吐鲁番流传着：“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读完后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生：为什么“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 

师：你可以想一想“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说明了什么？ 

生：说明温差大。 

师：你能解释一下什么是温差吗？ 

生：温度的差值。 

师：可见温度与我们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今天我们就一同去感受温度。(板书：温度) 

此教学过程中，以“新疆吐鲁番盆地”早晚温差较大为背景，引导学生了解温度的表示方法，是用

单纯的吐鲁番盆地的图片及文字“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方式呈现，学生看到的仅

仅是一张静态的图片。当改善主题图的呈现方式后，优秀案例的部分教学过程如下： 

导课：以情境激起兴趣 

出示课件：天气预报视频 

师：你们听到的是什么？(天气预报)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关注的天气预报。天气的冷暖、温度的变化直接关系到我

们生活，今天我们就学习和温度有关的知识。板书：温度。  

普通的教学设计与该优秀教师相比，在教学过程中抛出“读完后你有什么想说的”问题后，学生不

能快速、有针对性的得到“温度”，而需要教师再次进一步引导“早穿棉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

瓜,说明了什么？”，教师没有做到迅速准确切入主题。这说明在实践中对于主题图的呈现方式欠缺考虑

和挖掘，未对教材中的主题图进行剖析与探究，未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主题图经过挖掘、改善后，

优秀教师以数学来源于生活为前提，将教材中天气预报的图片转换为真实的央视天气预报，由静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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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子们熟知的内容入手，通过播放视频引出温度，自然、简洁、快速地揭示主题。学生对于发生在身

边的事情很感兴趣，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从生活引发的数学问题就很容易被接受。 
主题图呈现的时机也影响学生的思维，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以及知识的逻辑性，可以适当调整

其先后顺序。有些主题图适合呈现在导入部分，例如一些色彩丰富，趣味性强的主题图，可以激发学生

的兴趣，吸引学生；例题中的主题图，学生通过自己独立思考之后结合主题图自检学习效果；具有总结

意义的主题图，在复习知识后展示主题图，加深巩固知识。教师可根据需要出示主题图，主题图不只是

起导入的作用，可以贯穿于整个课堂教学，使课堂更有趣，更高效。 
主题图的呈现方式和时机对教学过程的展开有一定影响，怎样迅速有效的利用主题图切入课堂，需

要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学生特点以及现实条件进行改变，但也要合理高效的运用，不能在不考虑实际的

情况下随意更改主题图。多数小学都已经引入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教师能够方便、快捷的通过各种形式

充实课堂，结合学生实际情况选择与知识点结合紧密、易接受、易理解的主题图，学生通过新颖的视觉

感融入课堂，利于知识的迁移与吸收。 

3.2. 德育和美育的渗透 

德育是学生全面发展的灵魂和统帅，是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对

制定教育目的有指导意义。在数学主题图中不仅有数学内容的直观呈现，也蕴含着许多德育方面的内容。

例如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四年级上册《数学好玩》中的“滴水试验”(如图 3 所示)，学生在探究“如

果没有拧紧水龙头，一年会滴多少水？”的同时，培养学生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意识。该类型的主

题图在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感受到自身的言行举止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同时符合新课改的要求，

为教师提供优质的课程教学资源。 
 

 
Figure 3. Topic map of “interesting math” 
图 3. “数学好玩”主题图 

 
“美育能陶冶情操、提高素质，有助于开发智力，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7]。”。

小学生的美育教育主要是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对自然美、社会美、生活美的感受，树立正确的审美观，这

就要求教师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深入挖掘主题图中的数学美，增强学生对美的认知与理解，提高其观

察能力与审美能力。例如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三年级下册《轴对称》一节的练习主题图(如图 4 所

示)，教材呈现生活中多样的图形与事物，学生通过对生活事物的认知，判断轴对称图形，并找出图形的

对称轴，学生在学习数学的同时感受生活之美，体验数学本身的图形魅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例如，

剪纸、蜡染、京剧脸谱等中国传统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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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opic map of “axially symmetric images” 
图 4. “轴对称”主题图 

4. “创”——激发潜能，合理构造主题图 

“创”就是发挥教师的创造性，“创”有利于主题图使用的环境，“创”新的主题图。创设有利于

主题图的使用环境以及创造新的主题图，需要教师全面了解学生，发现和挖掘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而

合理构造主题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 
以童话故事类主题图为例，该类型的主题图是以童话故事、卡通人物形象作为主要元素，其生动的

形象，有利于吸引学生课堂注意力，激发求知欲，调动课堂气氛，例如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四年

级上册《商不变的规律》主题图(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Topic map of “The law of constant quotient” 
图 5. “商不变的规律”主题图 

 
某教师根据教学的内容并未使用教材中直接观察算式的方式进行教学，而是自己设计了主题图情景。 
教师播放视频动画“西游记唐僧师徒四人化缘”： 

话说师徒 4 人去西天取经，路途遥远，孙悟空就给大家摘了许多桃子充饥。大圣深知八戒贪吃，就规定八戒：

给你 8 个桃子，平均分 2 天吃完。八戒掐指一算，每天才能吃 4 个。“啊，不行，不行，这我每天吃的也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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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圣又说：“那好吧，我给你 80 个桃子，平均分 20 天吃完。怎么样？”八戒挠挠头，试探着说：“猴哥，再多给

点行不行？”大圣说：“好吧好吧，那我给你 800 个桃子，平均分 200 天吃完，这回总可以了吧？”八戒觉得占了

大便宜，开心地笑了，大圣也笑了。 

该教师利用学生熟知的《西游记》中人物特点创设主题图动画情境进行知识点的讲解，要求学生从

故事中提取有效数学信息，引发学生思考，为后面的探究做好铺垫。此类重新创造主题图，符合新课改

要求，同时发挥了教师劳动的创造性，将枯燥的数学算式在有趣的故事中展现，让数学运算更有趣了，

同时促进学生自由发挥想象力，快乐学习。 
在教学中恰当使用实物直观类主题图，通过在课堂上呈现实物，让学生直接观察、发现，学习数学

知识。该类主题图形式单一，内容简单，基本源于生活，教师易操作，学生易理解，利于提高学生的观

察能力并获得直接经验，例如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三年级上册《观察物体》主题图(如图 6 所示)，
部分教学设计如下： 

 

 
Figure 6. Topic map of “observe things” 
图 6. “观察物体”主题图 

 
1) 准备好一个长方体箱子，引导学生进行观察。 

2) 课件出示问题。 

a) 这个长方体箱子一共有几个面？ 

b) 在你的位置上，你能看到它的几个面？ 

c) 为什么大家观察到的结果不一样呢？(因为站在了不同的位置。) 

教师将主题图呈现的内容“长方体箱子”带进真实课堂，学生在真实的情景中学习知识，让学生坐

在不同的位置上观察长方体实物，学生通过观察、交流、分享，初步感知从不同位置观察物体时会有不

同的观察结果，从而引起学生思维内部之间的认知冲突，激发学生学习新课的兴趣。此阶段学生的“去

自我中心”观念逐渐形成，该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能力以及同学之间的合作意识，丰富学生对

空间的认识，体会直观思考的价值，发展初步的空间观念，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合理构造或创设主题图，是在教材中的主题图无法有效满足教学需求的情况下，教师根据知识点的

特征，合理构造有利于课堂教学的主题图，能够提升课堂实践性，同时促进学生的发展。 
教材中并非所有的主题图都适合课堂教学，教师全面了解班级学生水平，必要对主题图进行加工处

理。如果主题图不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或远超出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教师不能精准把握，使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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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舍弃，创设适合学生的主题情境，学会灵活应变，活学活用，这也符合新课改的要求。教师是课

程的开发者和建设者，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实际的地域环境改编新的主题图，使其符合当地的文化与条件

等。 
教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数学主题图中蕴含着科学与艺术。知识本身具有科学性；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教学形式等也都具有科学性。一幅幅生动、有趣、色彩鲜艳的图片正是体现数学的生活美和

生活中的数学美，这些都是艺术。希望主题图能够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重视，深入探索与挖掘主题图

的作用，在教学研究中充分利用主题图的资源，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兼顾学生的身心发展，更好地服务

于学生，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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