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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材：小学数学教学技能》立足于当前小学数学教学实际，结合小学教
学的具体案例系统阐述了小学数学教材分析、教案编写、课堂导入、课堂提问、教师语言、板书设计
、练习设计、试卷设计、试卷分析等重要技能的实施目标、实施要求和训练要点。
　　《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材：小学数学教学技能》关注阅读对象的心理需求，力求将教学理论
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将“想与说”、“看与评”、“讲与议”、“学与做”和“读与思”等栏目贯穿
于每一章。
书中鲜活的案例可读性强，有利于激发读者的学习动机，也便于读者进行反思，而专业的点评能有效
促进读者教学技能的提高，配套练习和拓展阅读为读者自我提升留下了空间。
　　《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材：小学数学教学技能》可以作为高等师范院校小学教育（初等教育
）专业本、专科“小学数学教学技能训练”课程的训练教材，供高校师范生使用，也可作为小学数学
教师参考用书、小学数学教师培训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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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上篇第一章 小学数学教材分析技能【想与说】【看与评】【讲与议】第一节 小学数学教材分析
的内涵和意义一、教材分析的内涵二、教材分析的意义第二节 小学数学教材分析技能的内容和方法一
、确定教材分析内容二、选择教材分析方法【学与做】【读与思】苏教版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确定
位置”教材分析第二章 小学数学教学目标设计技能【想与说】【看与评】【讲与议】第一节 小学数
学教学目标设计概述一、教学目标的特点二、教学目标的作用三、小学数学教学目标的分类第二节 小
学数学教学目标设计技能的要素一、教学目标的分解二、教学目标的组织三、教学目标的陈述四、教
学目标的呈现五、教学目标设计的误区【学与做】【读与思】不要对一节数学课求全责备（节选）第
三章 小学数学教案编写技能【想与说】【看与评】【讲与议】第一节 小学数学教案编写的目的与意
义一、教案编写的目的二、教案编写的意义第二节 小学数学教案编写的原则和内容一、教案编写的原
则二、教案编写的内容三、教案的类型四、教案的格式第三节 教案编写的程序一、学习需要的分析二
、教学内容的分析三、学生情况的分析四、教学方法的选择【学与做】【读与思】小学数学课堂教学
设计的问题与对策（节选）中篇第四章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语言技能【想与说】【看与评】【讲与议】
第一节 数学教学语言技能的内涵与功能一、数学教学语言技能的内涵二、数学教学语言技能的功能第
二节 数学教学语言技能的组成一、教学口语二、教师态势语第三节 数学教学语言的类型和使用要点
一、讲述解释语二、启发诱导语三、总结提示语第四节 数学说课一、数学说课技能的内涵和功能二、
说课的内容三、说课评价表四、说课稿举例【学与做】⋯⋯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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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单题的立意要鲜明，立意包含立足点和考查意向两个方面，立足点也就是试题的中心，考查意向
也即考查目的、考查目标。
一道试题，既可用知识内容立意，也可用能力要求立意。
还可用问题和情境立意。
当考试的试题是以知识考查为主线时，多数试题应以知识内容立意；若试卷是以数学能力考查为主线
时，多数试题则应以能力要求立意；而一些综合性比较强和实际应用型的试题，则宜以问题和情境立
意。
　　采取上述的取材和立意的方法，既可使单题的设计顺利进行，保证试题中心突出，防止散乱或堆
砌的毛病，又可使整卷的搭配和调整易于操作，减少来回折腾，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2.搭架与构题　　设计试题的框架结构时，应以所选的题材为依据，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结构架式
。
例如：题材是证明线面垂直和求棱锥体积，这时便要确定一个适当的几何体，来承托这些题材，把题
材分置到适当的位置上，使之能够有效地考查空间想象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计算能力。
建立试题的框架结构时，应注意主干硬朗、层次分明，有了架构，再形成题坯，把题设和提问写出。
不必忙于文字处理，只须写出要点，提问可以分步设问。
也可一步到位只提出一个问题。
同时要把基本解法和各种可能出现的解答方法一一列出，以便比较。
作为试题模坯。
应力求留有余地，使之具有一定的弹性和伸缩性。
也即题设条件要便于增加或减少，提问有多种角度可供调换，试题的难度容易调节。
这样做，为的是方便下一步骤的加工和调整。
　　在构建题坯这一环节中，往往伴随着题材的修剪和重组。
这时应注意不迷失方向，不脱离原先的立意，否则会喧宾夺主，前功尽弃。
若出现这种情况，无异于重新开始，这是在不得已时才要面对的，应尽量避免。
　　3.加工与调整　　有了初步成形的试题（题坯）之后，接着的工作是深加工和细琢磨。
这是单题编制的中期调整阶段，必须十分认真，对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得顾及。
包括试题的陈述、答案的编写和评分标准的制定，都得在这一步骤中完成。
　　试题的加工和调整，首先要确保试题的科学性和适标性，其次是精心调节难度。
试题的难度调节，必须以整卷的难度分布为依据，常用的调节方法有：　　改变提问方式。
例如，把证明题改变为探索题；将结论隐蔽起来，可提高难度；增加中间的设问，把单问改变为分步
设问，无异于给出提示，可降低难度；又如改变提问的角度，往往也会改变试题的难度。
　　改变题设条件。
例如，适当增删已知条件；隐蔽条件明朗化，明显条件隐蔽化；直接条件间接化，间接条件直接化；
抽象条件具体化，具体条件抽象化，乃至条件参数的变更等等，都可使试题的难度发生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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