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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提高学生运用数学思维
解决问题的能力

◆ 王彩云

王彩云|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分校教师 ( 北京 100121) 。

［摘 要］ 小学高年级数学学科课堂教学不仅是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更是一种互动活

动———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新旧知识互动，互动交流的核心是数学思维的碰撞，让学生在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 在动手操作的过程中掌握适合的学习方法; 在知识拓展、小组讨

论过程中学会选择和调整学习策略、方法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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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

架正式发布，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

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特别强

调要让学生学会学习。数学课程标准中也指出: 有效

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与记忆，动手实

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

式。结合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多元认知理论，在教

授小学六年级“圆柱表面积切割训练”一课中，把

握空间与图形领域知识特点，通过设计多种教学活动

提高学生运用数学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巧设问题、整体感知

“每个学习小组都有这样一个圆柱体的橡皮泥

和一把玩具刀，如果任意切一刀，可以怎么切? 切

好后，用我们数学的思维，总结一下这个圆柱体有

什么变化?”通过这样的设计，学生通过动手、小

组讨论总结出“在圆柱的切割过程中有三种情况，

分别是沿着底面切、沿着直径切、斜着切。他们共

同的变化是改变了已有橡皮泥的形状，而且增加了

已有圆柱体的面积。”学生通过动手操作、小组讨

论对圆柱表面积切割训练这一课有了整体的认识，

为后面继续研究该问题进行了有效铺垫。

二、动手操作、联系实际、巧妙设 “伏”、
分类突破

圆柱体分割主要探究两种方式，一是平行于

底面切开，二是垂直于底面直径切开。让学生动

手操作、小组讨论、记录观察、总结规律。
( 一) 通过操作，总结平行于底面切割后表面

积的变化规律
1. 寻求表面积的变化规律

将圆柱体平行于底面切开，将它分割成两个

圆柱体，然后认真观察: 这个圆柱体分割前后你

能看到哪些变化? 通过学生的动手操作，进一步

感受圆柱体沿水平方向切割后，表面发生了怎样

的变化，和原来的圆柱体有什么联系，找到水平

切割下的变化规律。
2. 运用表面积的变化解决实际问题

( 1) 把一个底面积是 12. 56 平方厘米的圆柱，

平行底面切成两个同样大小的圆柱，表面积增加了

多少平方厘米? 同时通过学生的变式，围绕底面积

的给定条件变化、刀数变化和逆推三个角度提高此

题的训练作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 2) 一根圆柱形木材长 20 分米，把它截成 4

个相等的圆柱体。表面积增加了 18. 84 平方分米，

底面的面积是多少? 组织学生交流解题思路，汇报

解题方法。这道题给出了截成 4 个相等的圆柱体，

学生首先要解决切了几刀，再联系规律。同时这道

题的变式题中有一道很典型的求现在的表面积，解

决方法不唯一，对学生进行了审题的训练，在解决

问题过程中，观察数据特点，多种方法解决问题。
( 3) 一个高 20 厘米的圆柱体被截去 5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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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圆柱的表面积减少了 31. 4 平方厘米，求原来

圆柱体的表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 这道题在以往

的解决切割问题中经常出现，而学生对于表面积

的变化始终掌握不好，所以通过学生又一次的动

手操作，理解此时表面积的变化就是减少的高所

对应的侧面积，进而解决问题。
( 二) 通过操作，总结垂直于底面直径切割后

表面积的变化规律
1. 寻求表面积的变化规律

将圆柱体沿着垂直于底面直径切割，并与之

前的沿平行于底面切开相对比，感受两种切法对

圆柱体面积影响的不同，总结垂直于底面直径切

割后表面积的变化规律。
2. 运用表面积的变化解决实际问题

( 1) 一个圆柱形木棒，底面半径 2 厘米，高 3
厘米，沿底面直径纵剖后，表面积之和增加多少平

方厘米。为了巩固沿垂直方向切割下的变化规律。
半径设计为2，主要是为了让学生更加清楚每一个2
的含义，切实掌握垂直切割下表面积的变化规律。

( 2) 把一段长 25 分米的圆柱形木头沿着底面

直径劈开，表面积增加了 100 平方分米，原来这段

圆柱形木头的表面积是多少平方分米? 巩固垂直切

割下表面积的变化规律，同时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

是不唯一的，训练学生多种方法解决问题; 变式角

度和前面的一样，通过学生的变式，在巩固规律的

方法 上，提 高 学 生 数 学 思 维，培 养 举 一 反 三 的

能力。
( 3) 一根长 1 米、横截面直径是 20 厘米的木头

浮在水面上，小明发现它正好是一半露出水面，请你

求出这根木头与水接触面的面积是多少? 前面的都是

整个圆柱体，在这里发生了变化，此时只是半个圆柱

体，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既要了解圆柱切割的

变化规律，同时还要联系实际情况，把握此时和我们

平时所说的切割的区别，这根木头与水面接触的部分

是一个面，培养学生认真分析，审题的能力。

三、综合巩固、拓展训练、提升认识、总

结规律

通过“将一段长 4 米的圆柱体，沿着底面直径

劈开，再从木材的中部横切一刀，已知底面直径是 2
米，求表面积增加了多少?”综合题目，综合巩固了

圆柱体沿不同方向切割下表面的变化规律，同时，学

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会发现解决这样的问题从切割

方向上分别求出表面积的变化再相加就可以了，不用

从切得的一个个小的形体上找联系，思路更加整合

了。同时通过变式，进一步巩固了从不同角度切割入

手解决此类问题更加方便，快捷，易理解。
探究“圆柱体转化成长方体后，表面积发生

了怎样的变化?”这节课是在圆柱体积没有学习之

前进行训练的，出示此题，一是因为把圆柱体转

化成长方体也是通过无数次垂直切割转化而来的，

但又和今天研究的单纯切割有一些变化，还进行

了拼组，研究完体积后还有很多与此相关的表面

积变化训练题，所以放在这里进行了认识，引导

学生发现规律。同时也为后面研究圆柱体的体积

做了铺垫，有效发现转化前后的联系，更加快捷

地推导出圆柱体的体积公式。
基于核心素养，依 据 课 程 标 准，结 合 本 课，

我认为小学高年级数学应做到以下几点。
1. 挖掘教材的动手因素，引导学生操作实践

小学生直观思维占据优势，所以空间想象能

力的培养始终是个难点，只用通过充分的动手操

作，才能把直观形象和抽象的模型联系起来，发

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因此要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动

手因素，给学生创造动手操作的机会，拉近抽象

和直观的距离，发展学生抽象思维。本节课，通

过让学生动手操作与课件观察，使学生较容易发

现前后的联系，把直观的表象和数学规律融合在

一起，培养了学生的空间观念。
2. 及时反馈信息，让学生全体参与教学过程

反馈评价是对学生操作活动进行分析、总结

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只有操作，没有反馈，这

节课就会显得没有提升，只有不断的反馈，交流，

教师不断引导，才能使学生一步步在原有基础上

产生新的认识，所以在操作后要及时地进行反馈，

教师及时地对学生的反馈信息进行分析、引导，

给学生研究的方向，对学生的研究结果进行概括，

不断地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整节课老师带领学

生分别探究平行于底面切和垂直于底面直径切割

两种情况下表面积的变化，并扩展到圆柱体转化

成长方体后表面积的变化，同时还进行了综合训

练，梯度由浅入深，层层深入。
3. 课堂题目价值挖掘，最大限度利用有限资源

训练课上的训练题要充分挖掘题目的价值，把

有限的资源尽可能扩大利用空间，提高课堂实效

性。本节课每一道题的选取都有其各自的目的，有

的为了巩固知识，有的为了培养学生的审题技巧，

培养学生审题能力，有的为了和后面的体积找联系

做铺垫，课堂的容量比较大，在一个个探究过程中

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实现了优化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