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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心素养的推出呼吁教学活动重视条件知识。条件知识主要包括方法知识、思想知识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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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素养知识取向

核心素养是知识、态度和 技 能 的 归 整 与 融 合，

知识、能力与态度具有等量齐观的价值和地位。当

然，重视知识教学不等于固守知识本位，而是要以

之为基助学生在能力和态度上全面提升，彰显科学

品性、批判精神、创新态度和思维品质。就知识教

学而论，核心素养教学要求突破传统教学侧重 “知

识理解”的羁绊，突破碎片化、浅表化和专制化的

阻隔，［１］走向知识理解、知 识 迁 移 和 知 识 创 新，要

求知识教学突破表象主义知识观的窠臼，突破学科

本位知识 的 壁 垒，通 过 批 判、抽 象、创 新 重 构 知

识，发挥课堂教学 （知识）谱系构建、融会贯通和

转识 成 智 的 强 大 效 能，从 知 识 学 习 走 向 知 识 创

生。［２］在课堂教学中能够发挥超 强 功 能 的 知 识，不

是显性的学科本位知识，而是隐匿其背后，既能使

学生快速掌握学科本位知识，又能使学生能力和态

度得到快速提高的具有较强活性和能量条件知识。

二、条件知识内涵发微

条件性知识是教师知识的基础元素，是促进教

师教育教学及开展教学研究的基础知识。本文的条

件知识指促进学生快速学习、灵活掌握学科本位知

识时必须依赖的方法、思想、工具等，即是促进学

生学习学科本位知识的工具性、条件性知识。从知

识分类视角探寻，其与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关

系较为密切，包含了部分程序性知识 （含怎么做部

分，不含做什么层面）和全部策略性知识。为更清

晰明确地描摹条件知识，下面以数学学科为例，对

其条件知识进行举例发凡。

（一）方法知识

小学数学 （苏教版）一年级上册前几章的内容

是 “比一比”“数一数”和 “分一分”。此内容蕴含

丰富的数学方法知识：“比一比”蕴含比较法，“数

一数”蕴含观察法， “分一分”蕴含分类法。教材

还常见 “猜一猜”（猜想法）、“填一填”（推导法）、

“画一画”（图示法）、“折一折”（发现法）、“拼一

拼”（构造法）等童趣化教学模块。诸类模块既是

为了顺应儿童认知发展规律，激发学生探究 兴 趣，

又是潜在地启示教师数学学习的目的不仅是让学生

学会基本数学运算，掌握基本的运算法则，熟练基

本运算规律，获取正确的运算结果，更重要的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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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会常规 的 数 学 方 法。从 学 生 发 展 的 视 角 来

看，掌握多样灵活的数学方法比熟练运用公式、正

确获得结果更重要，也更有引领和教育意义。

对小学数学教材 （苏教版）进行 统 计 后 发 现，

其所涵盖的方法多达百种，其常用方法亦有四十余

种，主要包括观 察 法、比 较 法、分 类 法、假 设 法、

赋值法、猜想法、估算法等。这些方法既能帮助学

生高效地接触知识、吸收知识、领会知识、内化知

识和整合知识，又能帮助学生应用所学知识灵活地

发现、提出、分析与解决问题，是滋养学生核心素

养的关键，是塑造学生数学 “四能”的重要 桥 梁，

具有数学本位知识不可企及的作用。

（二）思想知识

数学思想是 “四基”的重要模块。数学思想由

于概 括 性 较 强、抽 象 度 较 高、思 辨 性 较 深，在

《２０１１版小学数学新课程标准》（简称 《新课标》）

颁布前，并未得到一线教师的足够重视。值得高兴

的是，有些省市在新课程改革前已经把数学思想作

为重要的知识模块纳入课程体系当中，并取得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如，上海学生在ＰＩＳＡ测试中多次

折桂，与其在数学教学中强调数学思想、数学方法

不无关系。对ＰＩＳＡ测试纵向分析发现，近年来西

方国家与中国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与它们对以数学

思想为核心的数学能力逐步重视有密切关系。

数学思想是数学教学的灵魂。当前，数学思想

已经得到我国数学教育界高度重视，并作为重要板

块编入 《新课标》中。其核心专家———史宁中教授

提出了三大数学思想，分别是数学的眼光———抽象

思想、数学的思维———推理思想，以及数学的语言

———模型思想。［３］从 功 能 视 角 可 以 看 出，这 三 大 思

想乃是一个 “思想统”，各自统领了多种思 想。但

是，当前国内教育界对数学思想重要性认识仍显不

足，数学思想在数学教材渗透还比较薄弱，还未明

确地在教材中系统地呈现。

若对数学思想作进一步抽象，还可以把它提升

到哲学思维层面。掌握多元的思维模式，能够帮助

学生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灵活地分析与解决问

题。思维模式通常可分为形象／抽象思维、直觉／逻

辑思维、正向／逆向 思 维、直 线／辩 证 思 维 和 聚 合／

发散思维等十余组两两相对的思维模式。掌握这些

思维理论并不难，难在教师是否勇于潜心关注、敢

于开拓，并把这些思维模式渗透到课堂教学中。

（三）工具知识

较常见的数学 工 具 有 数 学 定 理、公 理、定 则、

法则、公式以及参数表，已成为数学知识的基本板

块，可以划归为数学本位知识的范畴。本文的工具

知识指协助学习数学基本知识的工具知识，其主要

包括语言工具和图式工具两种类型。

１．语言工具

语言 工 具 主 要 包 括 帮 助 学 生 领 会、练 习、识

记、运用以及培养习惯、塑 成 素 养 的 儿 歌、诗 歌、

数来宝、顺口溜等，可统称为口诀。这些口诀包括

学习习惯口诀和学科知识口诀两类。学习习惯口诀

指通 用 于 指 导 学 生 学 习、提 醒 学 生 注 意 的 口 诀。

如，江苏省某小学针对学生数学学习习惯培养而让

学生通过集体讨论编制了如下口诀 （节选）。

交流预习通读细读最基 础，多 思 多 虑 明 题 意；

标圈划线结合用，问题不懂问积极；主要内容要归

纳，课中尽力去解答；针对纲领有目的，课外资料

勤收集。

其实，任何一节课的内容 都 可 以 编 制 成 口 诀。

如，有理数乘方的内容可以凝练成如下口诀： “多

个因数乘，幂、底、指数出；底数分和负，括号来

协助；正、奇 偶 皆 正，负、偶 奇 正 负；看 清 小 括

号，内外有 出 入；特 殊０和１，牢 记 多 用 途。”口

诀的融入，有利于学生快速掌握、熟练记忆所学知

识，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发散思维。

２．图式工具

一图纳千言。图形与文字、符号相比，给人们

的印象更完整、更直观。数学中的图式工具主要包

括流程图、概念图和思维导图，它们是构建人们思

维图谱的重要工具。初中数学的一些内容已经用概

念图的形式呈现，高中数学已经把流程图作为重要

内容编入教材。但是，图式工具作为重要的思维工

具还未成为一线教师教学中的日常工具，尤其是在

小学，工具教学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表明，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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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流程图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不但有助于分析，而

且能够取得较好的教学成效，其可视化、集约化的

特点能够快速提高课堂效能。

常用的图式有心智图、树形图、关系图、影响

图、输入／输 出 图、控 制 图、力 场 图 和 窗 式 图 等。

这些图式形式有别，应用范围也各不相同。如，在

问题解决时，常用到正负号图、鱼骨图和多重原因

图，在确定关系和影响时，多用到树形图、关系图

和影像图等。数 学 教 师 要 对 各 种 图 式 有 清 晰 的 了

解，熟练掌握各种图式的应用范围和应用规则。学

生不仅要知道思维导图，而且要掌握多种思维导图

的应用方法。

三、条件知识作用管窥

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曾言： “人是居住在由自

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生物。”［４］课堂教学的意义之

网就是知识系统。虽然学科基本知识和条件知识都

是网上的丝线，但是条件知识的作用乃是丝线中的

纲领，其具有学科本位知识不可代替的多重作用。

（一）知识联络作用

哈耶克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Ｈａｙｅｋ）指出：“分立性

是知识的基本特征。”［５］分立性不仅指人与人之间的

分立性、学科之间的分立性，而且指学科内部知识

模块之间的分 立 性。分 立 的 知 识 不 容 易 理 解 和 记

忆，更不容易运用。叔本华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
ｅｒ）提出：“知识只有被多维度充分融会贯通以后，

才算是真正被掌握，才能真正为我所用。”［６］即知识

的真正价值在于活学活用、触类旁通，需要在知识

散点、知识模块、知识系统之间注入 血 脉 和 神 经。

条件知识就是这样的血脉和神经。如，表列法把正

方形、菱形、矩形和平行四边形的性质特征通过归

纳联系在一起；在学习角的分割时借鉴 （类比）线

段分割的经验公式，使两个知识点联系起来；借助

概念图可以对 自 然 数、整 数、小 数、正 数、负 数、

实数、虚 数 等 进 行 整 合，既 能 使 知 识 模 块 建 立 联

系，又能起到知识联络和集成作用。

（二）知识整合作用

知识的本质是不分学科的，但由于学科的分化

而使知识变得四分五裂。人类生活是综合的，问题

解决往往需要通过知识整合才能得以达成。因 此，

知识整合不仅具有学习意义，而且具有生产 意 义。

学科间的板块知识大多具有各自的独立性，甚至存

在明显鸿沟。这些知识各自独立，既不相兼容，又

相互干扰。这样的知识存储越多，越容易造成思想

混乱，增 加 学 生 学 习 负 担。若 想 发 挥 其 价 值 和 作

用，就需 要 整 合 成 知 识 系 统。若 想 对 知 识 进 行 整

合，或在鸿沟上搭建桥梁，就需要活性、黏性、广

延性较强，更具抽象特征的思想知识和更具联络意

义的工具知识来完成，如模型思想就是贯穿于物理

学和数学之间的核心思想。任何一个物理问题都可

以划归成一个数学模型，大多数学模型也均可在物

理世界中找到其物理原型。如此，模型思想就能够

使物理和数学牵起手来。当下在国内外表现活跃的

ＳＴＥＭ教育，把 科 学、技 术、工 程 和 数 学 融 合 在

一起的思想工具就是条件知识。

除了学科间的知识整合，学科内部的知识也需

要整合。叔本华说：“若大量的知识未经个体思想

细心加工与处理，其价值将远逊色于数量少但却经

由头脑反复斟酌的知识。”［７］讲知识在精不在多，无

论讲多少知识都需要加工和处理，即整合，且思想

是对知识进行整合的重要工具。除了思想作为重要

的知识整合工具，口诀和图式也是常用的知识整合

工具。它们不仅能够使知识得到可视化呈现，而且

能使知识变得更加简明和系统。

（三）知识内化作用

叔本华指出：“知识只有经过吸收、同化，使

之融入各人的整体思想之后才可为己所用。”［８］知识

内化是学习活动的枢纽，使新知识融入个体的思想

体系，具有充实、丰盈、强化、加固和优化原有知

识的作用，如此，第一需要选择收集，第二需要编

码储存，第三需要融入系统。收集凭借经验，选择

借助思想，编码借助工具，存储依仗方法，融入系

统需要依赖思考和练习。这 些 经 验、思 想、工 具、

方法大多属于条件知识的范畴。由此，也说明了条

件知识具有知识内化作用。

（四）思维提升作用

众所周 知，认 知 能 力 可 分 作 认 知、领 会、运

５３



用、分析、综合和评议六个层面。前三种属于低阶

思维，后三种属高阶思维。传统常规性教学指向的

都是低阶思维目 标，且 往 往 在 “无 意 间” “忽 视”

更为重要的高阶思维目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

师们认为显性化的知识更 “安全”，易于传 授、便

于掌握，隐性化、非结构的知识不太安全，费力耗

时也难以取得良好成效。此外，部分教师认为此类

知识是形而上的，与学生学习相去甚远，故在教学

时淡化处理。

对分析、综合与评价等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培

养这方面的能力仅靠显性化的学科基本知识是远远

不够的，而高阶知识具有重要而不可或缺的 意 义。

高阶知识属于建构性知识、同化的知识、情境化知

识、从问题探究中获得的复杂化知识、个人化知识

和缄默性知识，这 些 知 识 即 为 前 文 所 述 的 意 会 知

识，属于条件知识的范畴。

高阶思维有泛学科、跨学科特点，不仅体现于

数学教学，对语文、英语来说，方法、思想、思维

和工具等条件知识运用具有同等重要作用，并可以

绵延到所有学科。高阶思维能够孕育高阶知识、激

发发散思维、助推知识迁移和育成高阶能力，也能

促进学生深层学习和创新知识达成。在培养高阶思

维过程中，条件知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维护教学作用

随着社会对个体素质要求的提高，条件知识在

教学活动知识系统中的比重也逐步增强。当前，条

件知识在教学活动中没有受到重视，在知识系统中

的比率较低，不但不能促进学生快速发展，而且不

能 保 证 教 学 活 动 有 效 推 进。怀 特 海 （Ａｌｆｒｅｄ

Ｎ．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批判 “由于对数学思想的漠视而使

英美 数 学 教 育 一 直 处 于 一 个 令 人 悲 哀 的 低 水 平

上”［９］的现象在当下中国的教育场域亦 是 如 此。本

文对条件知识的呼吁在于倡导教学一线强化对条件

知识的 研 究 和 渗 透，润 泽 教 学 情 境，丰 盈 知 识 系

统，唤醒学生潜能，保持教学活动的活力。

四、结语

克 里 希 那 穆 提 （Ｊｉｄｄｕ　Ｋｒｉｓｈｎａｍｕｒｔｉ）指 出，

“教育的 实 质 乃 是 解 放 心 灵”［１０］，解 放 的 旨 趣 是 获

得智慧，需要方法、思维和思想。当下国内外对培

育核心素养的教学范式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从认

知层面上看知识广度、思想厚度、思维深度和工具

力度无疑是重中之重。本质上，核心素养培养的目

的在于对学生的心智、情感和潜能进行唤醒，使学

生能够借助学科基本知识进行更深层的思考，获得

较多的发现和生成。思考虽然是人类的一种 本 能，

但是深度和效能各不相同。思考需要宽广的 思 域、

明澈的思路、多元的思想和灵活的思维，高效能的

思考需要借助条件知识完成。众所周知，掌握知识

的旨趣在于更新知识，掌握规则的鹄的在于突破规

则，而 “更新”和 “突破”需要借助活性知识的催

化和和工具知识的整形。从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和

核心素养上看，学生知识体系的营建既需要知识联

络，又需要知识融通，更需要高阶知识的滋润、高

阶思维的激发，塑成学生的高阶智能。当下，无论

是中国学生思维品质，还是国外学生关键素养都明

确提出要培养 学 生 学 习 方 法、专 业 品 质 和 思 维 模

式，因为它们是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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