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谢苹 培训学科： 小学数学 日期： 2024.11

专 家 诊 断 报 告

（撰写要求：每位学科专家按分配任务认真观看课例，对每个学员在课例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剖析，寻找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根据自己对教材和课标的把握，提

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本次研修主题和问题诊断情况，提出改进措施和对本

次“示范教学”课程的修改意见，字数不低于 2000 字。）

国培计划（2024）”民权县送教下乡精准培训项目的目标是依

托本地送教团队，整合区域外专家资源，采取任务驱动方式，推进新

课标理念下“教学评一致性”的课堂教学，提升小学数学教师“数与

运算”主题教学中教学设计能力，生成一批本土化培训课程资源；以

送教下乡培训带动校本研修，帮助乡村小学建立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

校本研修机制，提升乡村教师校本研修活动设计能力，推动乡村学校

校本研修常态化。本期研修的主题是小学数学“数与运算”主题中教

学设计能力的提升，学员通过学习（2022）版课程标准，理解标准对

数与代数各学段在“课程内容”、“学业要求”、“教学提示”及课程实

施中的要求，使教师掌握基于教学评一体化要求和原则，提高运用课

程标准指导在“数与运算”主题教学中教学设计的能力。“问题诊断”

环节，我们做了调查问卷，并聆听了马淑华、孟香、刘晓轩、许宁宁、

张文龙等多位教师的课堂教学。

整体而言，这些教学设计均展现出对新课程标准的积极响应与努

力践行。代红梅老师和孟香老师的教学设计在情境创设和问题解决能

力的培养上尤为突出，她们巧妙地运用生活实例，将抽象的数学知识

融入生动的情境中，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探索数学奥秘，让学生在



真实体验中感受数学的魅力，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

李德巍老师通过电影《热辣滚烫》中的减肥情节引入小数，这种生活

化的例子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小数的意义。

魏金如老师和张影老师则在教学活动的多样性上下了功夫，他们巧妙

运用小组讨论、实践操作、游戏化学习等多种方式，构建了一个个充

满活力的数学课堂，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深化理解，在合作交流中拓

展思维。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在体验中成长，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

体地位。 此外，这些教学设计还体现了对学生个体差异的尊重与关

注。汤旭老师和王亚东老师在教学设计中融入了个性化学习的理念，

他们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设计了差异化的教学活动，让每个

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节奏和方式中学习数学，享受学习的乐趣。孙

立功老师和庞若晨老师则在评价与反馈机制上做出了积极探索，他们

建立了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更重视学生的

学习过程与成长轨迹，为学生提供了及时、有针对性的反馈与指导。

基于学生认知发展多数教学设计能够充分考虑学生的已有知识和认

知水平，如李德巍、韩雨、黄钺等老师的教学设计均提到了在三年级

“分数的初步认识”和“小数的初步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新知的引入，

这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许多老师能够注重通过实践操作来帮助

学生理解抽象概念，如使用米尺、图形等工具进行演示和讲解，这有

助于学生直观感受和理解小数的意义，如李德巍、苗苗、张苗淼等老

师的教学设计中均有体现。部分教学设计鼓励学生通过小组讨论、合

作交流等方式进行学习，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如刘肖肖、马淑华等老师的教学设计中提到了小组合作学习的环节。

多数教学设计包含了学习评价设计，通过课堂观察、作业检查、测验

等方式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这有助于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提

高教学效果，如韩雨、李明月、杨雪等老师的教学设计中均有明确的

评价设计。

虽然多数教学设计都体现了课程标准的要求，但仍有部分设计

在融合课程标准方面做得不够深入，还有一些可优化的空间：韩雨老

师的教学设计能够很好地结合生活实例，通过具体情境引入小数概念，

有助于学生理解小数的实际意义。但在教学方法上，设计略显单一，

缺乏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可能导致学生参与度不高。李德巍老师在教

学活动的设计上，虽然注重了学生的参与和互动，但在引导上略显不

足，导致学生思考不够深入。杨雪老师的教学设计注重了实践与理论

的结合，通过实际操作帮助学生理解小数的意义 但在教学方法上，

可能过于依赖教师的讲解，缺乏学生自主探究和发现的过程。此外，

对于学习评价的设计，部分老师缺乏具体的量化指标，难以准确评估

学生的学习成效。还有些在教学重难点的处理上，部分老师缺乏足够

的深度与广度，导致学生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困难。

针对本次问题诊断情况，建议以下改进措施。

制订指向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在确定小学阶段“数与运算”

主题的教学目标时，关注学生的符号意识、数感、量感、运算能力等

的形成，在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时，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

实世界；在分析问题的同时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在用数学



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老师们认真

研读新课标，熟悉课标中对教学目标的要求及基于聚焦教学目标教学

设计的达成。通过学习（2022 版）课程标准，理解标准对数与代数

各学段在“课程内容”、“学业要求”、“教学提示”及课程实施中的要

求，掌握基于教学评一体化要求和原则，提高运用课程标准指导在“数

与代数”领域内教学设计的能力。

整体把握教学内容。为实现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目标，不仅要整

体把握教学内容之间的关联，还要把握教学内容主线与相应核心素养

发展之间的关联。认真研读教材，理清教材各学段数与代数核心内容

及数与代数的主线是什么？数与代数核心内容核心素养目标是什

么？提高正确把握教材的能力。在教学中主要是让学生学会一些有效

的学习方法。用学到的知识去解决实际生活中复杂的数学问题。同时

也积累一些解决问题的策略。

选择能引发学生思考的教学方式。改变单一讲授式教学方式，注

重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互动式，给学生提供探究的空间，让学

生自己动手操作，通过画一画、猜一猜、找一找等活动，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在体验中

领悟，由具体到抽象由易到难。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感悟基本思想、

积累基本活动经验，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

强化情境设计与问题提出。真实情境创设可从社会生活、科学

和学生已有数学经验等方面入手，围绕教学任务，选择贴近学生生活

经验、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素材，注重情境素材的育人功能，如体现



中国数学家贡献的素材，帮助学生了解和领悟中华民族独特的数学智

慧，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并注重情境的多样化，让学生感受

数学在现实世界的广泛应用，体会数学的价值。

在本环节中我们了解了现阶段的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问题，接下

来将要针对研修目标积极找出可行方法，根据需求导向科学设计示范

课程，由学科专家组成集体备课小组，进行集体备课示范引领，融入

观课议课模块，提升老师教研能力，提升老师小学数学“数与运算”

主题中教学设计能力，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