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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背景下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主题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以“时间在哪里”为例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小学 张儒卿

【摘要】新课标背景下的“综合与实践”领域变化显著，其如何落地是一个新问

题，办法来自于实践。“综合与实践”在小学阶段主要采用主题式学习，要关注

课程意识与思维，以课程的眼光和思维去设计与实施教学活动。“时间在哪里”

是融入时、分、秒的认识的主题活动，学生在生活情境中认识时、分、秒，结合

生活经验体会并述说时间的长短，了解时间的意义，懂得遵守时间，初步形成量

感和应用意识。

【关键词】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核心素养

一、研究背景

（一）研究意义

新课标中数学课程内容的四个领域都有较大变化，其中“综合与实践”领域

的变化尤为显著，主要体现在目标、内容、教学要求等方面。在目标上，2011

版课标注重引导学生经历数学活动过程，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获得基本活动经验，

而新课标注重感悟数学知识之间、数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数学与科学技术和社会

生活之间的联系，目标更集中指向实践能力、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等核心素养的

培育；在内容上，2011 版课标仅突出实践活动的活动性、综合应用的综合性，

而新课标在内容选择上凸显整合理念，强调学科融合，小学阶段主要采用主题式

学习，主题活动分为融入数学知识学习的主题活动（学科内）、运用数学知识和

其他学科知识的主题活动（跨学科）两类；在教学要求上，2011 年版课标并没

有对相关内容单独给出具体的教学要求，而新课标明确提出了教学要求要凸显跨

学科，以主题教学为主，注重学生综合素养的培育。

（二）研究价值

“综合与实践”领域的教学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缺乏有效参考，导

致其在实践层面上还未能很好落地，相应的课程价值还未能得到充分体现。新课

标背景下的“综合与实践”如何落地是一个新问题，办法来自于实践，需要一线

教师树立课程意识，进而以课程的眼光和思维去设计与实施教学活动，让“综合

与实践”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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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题选取

通过查看“专课专练在线作业分析系统”近三届区级、校级学习数据，找到

我校学生相对薄弱的单元，把此单元作为教学改进的活动主题，以融入数学知识

学习的主题活动形式开展教学。研究原有的单元教学设计，进行归因分析，进而

重构单元学习活动，以主题活动的形式进行实践。

二、活动设计

（一）教学目标

1.课标对接

图 1 “时间在哪里”主题活动课标对接

“时间在哪里”是融入时、分、秒的认识的主题活动，适合在二年级开展。

在这类融入数学知识学习的主题活动中，学生伴随着活动的开展，在生活情境中

认识时、分、秒，结合生活经验体会并述说时间的长短，了解时间的意义，懂得

遵守时间，可以培育的核心素养是量感和应用意识。

2.分析现有教材

现阶段是新课标背景下使用现有教材的过渡时期，应对现有教材内容进行重

整后使用。为了让学生建立 1分（钟）和 1秒的时间观念，教材安排了丰富的实

践操作活动，在学习“分（钟）”这一时间单位时，教材运用了“1分（钟）大

约能写几个字”、“1 分（钟）大约能走几步路”、“1 分（钟）大约能踢几下

毽子”、“1分（钟）脉搏大约跳几次”等实践活动，让学生真实感受到 1分（钟）

的时间长度。在学习“秒”这一时间单位时，教材运用了“拍皮球 20 次用几秒”、

“跳绳 10 次用几秒”、“跑 50 米用几秒”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建立起对“秒”

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教材安排了大量的操作实践活动，并结合钟面的认识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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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能通过具体感受抽象，从而初步建立实际时间观念。

但时间单位之间的进率，教材中没有设计相关的动手操作类活动，使得学生

观察钟面的经验少，感悟时针、分针、秒针的运动关系不够深刻。教材中也没有

运用时间的知识去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相关内容，而在主题活动中应让学生在

实际情境和真实问题中，经历解决问题的全过程。

3.分析学情

通过查看“专课专练在线作业分析系统”近三届区级、校级学习数据发现：

我校二年级学生在《时间的初步认识（二）》单元的所有学习数据都低于区参考

值，11题中就有 3 题低于区参考值 10%以上，校区差距分别为-14.68%、-12.39%、

-11.69%，且区级数据中又有 2 题的正确率较低，分别为 67.81%、49.29%。由此

可见，有关“时间”的学习确实是学生普遍的学习难点，我校以往设计的教学活

动也的确亟待改进，“时间在哪里”主题活动有其开展的必要性和意义。

图 2 2019-2021 届三届区校两级“时间”单元学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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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一年级时已经学过了整时、几时半的读写，对 12 和 24 时计时法及钟

面有了初步的认识，对持续的时间段和时刻的区别有了一定的了解。时、分、秒

之间的进率不同于学生之前所学的长度单位之间的进率，采用六十进制而不是十

进制，这是本主题学习的重点也是难点。

4. 确定教学目标

图 3 主题活动与原单元学习活动教学目标新旧对比

（二）设计策略

1.原有单元教学设计中的问题及归因分析

在新课标颁布之前的单元视角下深度学习中，对知识技能方面的学习极为重

视，也已把发展学生的量感放在了较为重要的位置，如想象并实际操作，感受 1

分钟有多长、能做什么；结合实际活动，初步建立 1 分、1 秒的量感。但由于有

明确的知识目标，教师容易将重心放到落实知识点上，重练习轻理解，甚至让学

生机械记忆时间单位之间的关系、一些典型事件对应的时间单位。虽然以往也会

有“制作钟面”这类动手操作类作业，但往往流于形式，重讲授轻探究，没有关

注学生是否用数学眼光观察，作业评价环节也往往忽视了钟面上的科学性、数学

性错误。还存在重单课轻整体的问题，缺少让学生在实际情境和真实问题中经历

解决问题的全过程，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是零散、浅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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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融入数学知识学习的主题活动设计策略

（1）依据学生实际情况，合理创新开发活动

发现学生知识层面的问题后，进而在学生的调查问卷及与学生的交流中发现

了学生数学眼光、数学思维发展的参差。问卷中的 8 道题中，学生选项的平均值

有 7道在 4 以下，即比“较符合”水平要低。在实际生活中，部分学生对钟面的

认识还停留在一年级时学习的几时、几时半，最常使用和观察的是电子手表、家

人手机上的时间，缺少观察真实钟面的生活经验。即使是家中有挂钟、闹钟的，

也较少有主动观察钟面的习惯。或在观察时主要是从钟面的颜色、形状等方面观

察。很少能主动从数学的角度观察钟面，或停留在发现钟面上有 1-12 的数字，

对于大格小格的关系能在观察后思考，而对于时针、分针、秒针的运动关系没有

深入思考过。由此可见，多数学生还不善于主动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

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

图 4 “时间在哪里”主题活动开展前学情调查

新课标将有关时间的学习从原来旧课标的“数与代数”领域下“常见的量”

主题调整到“综合与实践”领域。“时间在哪里”是融入数学知识学习的主题活

动，与以往单元视角下深度学习最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制作钟面”与“合理

安排时间”这两个活动中。

（2）紧扣生活发现问题，学以致用解决问题

“综合与实践”领域的教学是一种具有生活意义的教育活动，要回归真实生

活，内容的选取与组织要紧密联系学生生活中的事物，以实际问题为抓手。不是

以学生生活为背景素材，而是以生活实际问题解决为学生发展的本身。

学生在校内浪费时间最明显的表现有：做事情没有规划，没有思考过如何合

理安排课后服务的时间。有些同学对自己做某件事情需要多长时间不清楚，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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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他人催促多次。劳动时间有聊天、说笑的行为，比如去洗手间洗抹布的时候在

走廊上玩、边打扫边和同学聊天导致手上动作慢了。去洗手间、去走廊倒水的次

数比较多，有时候不是真的需要去，就是想出去晃一圈。部分同学是参加社团的，

但是总有出现因为补写家校联系本、整理书包等原有迟到去社团，影响了社团的

老师和同学。由此可见，“合理安排时间”的活动开展很有必要性，能够解决学

生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三、活动实施

（一）及时利用学生生成资源

在“制作钟面”活动中，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已经发现：钟面是圆形的，钟

面被平分成了 12 大格，1大格又平分成了 5小格，钟面被平分成了 60 小格。钟

面上有时针和分针，时针短、分针长。在实际制作过程中，学生用圆规画、或用

圆柱形物体描出圆形的钟面。但马上又发现了新问题，如何将圆平分成 12 大格？

此时需要适时设置驱动性问题，帮助学生搭建分析、解决问题的脚手架。

图 5 “制作钟面”活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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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片段 1】

生：圆形的钟面画好了，钟面被平分成 12 大格，该如何确定 1-12 数字的位

置呢？

师：观察得真仔细，想一想，能不能用折纸课上学到的本领来帮忙？

讨论交流：先定下 12、3、6、9 的位置，把圆形钟面对折 2次，有 2条折痕，

竖着的折痕最上面就是 12 的位置、最下面就是 6的位置，横着的折痕左边是 9

的位置，右边是 3的位置。

师：同学们能够用折纸的本领确定 12、3、6、9 的位置，真有办法！

生：12 与 3、3 与 6、6 与 9、9 与 12 之间都是平分成 3 大格的，三等分的

折法我们没有学过，该怎么办呢？

讨论交流：可以用一根线绕着钟面，线头在 12 的位置，线尾在 3 的位置，

标记后剪下来。然后用刻度尺量出这条线段的长度，再计算平均分成 3份的长度，

剪出 1 小段。把这 1 小段再绕到钟面上，从 12 开始，线尾的位置就是数字 1 的

位置。以此类推，就能够确定其他各数的位置。还可以直接用量角器，一大格就

是 30°。

师：你的本领真大，已经会使用量角器了。借助绕线的方法，同学们说得听

起来都很有道理，实际操作中是否可行呢？一起动手试一试吧！

“综合与实践”领域的教与学要给学生提供探索的空间，放手让学生去实践，

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用数学的眼光发现问题，用数学的语言提出问题，继而利用

学生的生成资源，引导他们用数学的思维与语言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二）实时开展针对性的指导

学生在借助绕线的方法确定钟面上各数的位置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部分小

组通过测量发现，从 12 的位置起至 3 的位置结束，即四分之一圆周的长度不是

整厘米数，或虽然是整厘米数，但无法平均分成 3 份。这是因为二年级的学生还

没有学习过小数，对于除法的学习也还停留在有余数的除法，没有学过除法竖式。

【教学片段 2】

（学生活动，教师进入小组个别辅导）

生：线的长度是 15 厘米 6毫米，除以 3结果是多少呢？没学过呀！

师：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转化成我们学过的内容来解决呢？



8

讨论交流：因为 1 厘米=10 毫米，所以 15 厘米 6 毫米=156 毫米。156 平均

分成 3 份，就是 156÷3，可以把 156 分成 150 和 6，150÷3=50，6÷3=2，合起

来是 52 毫米，也就是 5厘米 2毫米。

师：你们不仅运用了有关长度的知识，还能巧妙地进行换算单位、分拆计算，

收获真不少！继续你们的制作吧。

主题活动的实施要有利于学生的参与和体验，指导应面向全体，全程跟进，关注学生的

参与情况，包括获得了什么样的体验，如何与他人交流，需要怎样的帮助等。当学生在小组

探究中遇到了困难，就要适时提供针对性的帮助。

（三）在实施过程中及时调整

“合理安排时间”活动是指向“能将生活中的事件与时间建立联系，感悟时

间与过程之间的关系；形成对时间长短的量感，懂得遵守时间的重要性”目标，

解决“合理安排校内课后服务时间”这一问题，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

首先由学生自行记录某一天课后服务做了哪些事情、分别用了多少时间，从

数学的角度发现自身有关时间安排上的问题，明确在什么事情上浪费了时间。再

针对自己所发现的问题，制定课后服务时间计划表，包括做事的先后顺序、预估

做某件事情的时长等。但在实际活动中发现，学生制定的计划有些不符合实际情

况，如计划完成作业的时间过短等。于是及时调整了活动内容，增加了第二天继

续记录课后服务的时间安排，与自己制定的计划表相比较后，再与对计划表进行

优化。原活动设计也没有考虑到不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当学生提出后，及时为

这些学生设计了有关放学后时间安排的活动内容，即对自己放学后的时间安排同

样做记录、计划、再记录、对比优化。记录表的填写将活动时间延展到了课后，

核心素养的发展不应仅在课堂中，作业也是发展核心素养的实践场域。

表 1 学生作品主要情况举例及具体说明

情况列举 具体说明

学生通过记录自己的
课后服务时间安排，发
现部分同学存在说悄
悄话、上厕所后不及时
回教室等浪费时间的
情况；完成口头作业后
直接去玩桌面游戏，没
有提前整理好书包，影
响了班级排队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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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记录后，与计划表
做对比，学生发现：作
业完成时间比计划时
间短，抓紧完成作业可
以留出更多的时间玩
桌面游戏。

学生通过计算时长、单
位换算对自己的放学
后时间计划表再次完
善，并且考虑到了劳逸
结合，长时间做同一件
事情期间安排几次休
息，避免用眼过度。

面对真情境，学生解决的不是教师给定的问题，而是自己发现的真问题。活

动实施过程中根据开展的情况及时作调整，得以让学生在经历问题解决的全过程

中，逐步发展用数学的眼光、思维、语言去发现、思考、表达现实世界。

四、活动效果与反思

（一）活动成效

“时间在哪里”主题活动后，借助点阵笔技术对实验班 40 位学生进行了纸

笔数据统计与分析，并在主题活动学习前后对相关的素养表现水平进行前测、后

测，分别进行了配对样本 T检验，以此来确定融入数学知识学习的主题活动的开

展对学生知识技能掌握、核心素养发展的影响。

图 6 “时间在哪里”主题活动个别题目正确率提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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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课专练在线作业分析系统”近三届区级、校级学习数据比较，大多数

题目的正确率都是提升的，说明主题式学习对知识与技能层面产生了正面影响。

表 2 实验班学生“时间在哪里”主题活动学习情况调查问卷信度

图 7 “时间在哪里”主题活动开展前后学生调查问卷情况

活动前与活动后的调查问卷信度分别为 0.688、0.800，信度较好。问卷中

的 8道题中，学生选项活动后的平均值均比活动前要高，且大于或等于 4.5，介

于“较符合”与“非常符合”之间，偏向“非常符合”。

从表 3可见，8个配对样本的显著性（双尾）值均为 0.000，表示两组样本

前后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其中“会主动从数学的角度观察生活中的钟面”的标

准差最大，其次是“了解中国古代的计时工具”、“会主动结合生活经验体会时

间的长短”。

表 3 实验班学生素养表现水平配对样本 T检验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平均值

差值 95%

置信区间
t

自

由

度

显著

性

（双

尾）
下限 上限

配

对

1

感受到时间与生活有

着密切联系。

（活动前-活动后）

-1.00000 0.78446 0.12403 -1.25088 -0.74912 -8.062 39 0.000

配

对

2

会主动从数学的角度

观察生活中的钟面。

（活动前-活动后）

-0.90000 0.98189 0.15525 -1.21402 -0.58598 -5.797 39 0.000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样本数

活动前 0.688
8 40

活动后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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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对

3

会主动结合生活经验

体会时间的长短。

（活动前-活动后）

-0.95000 0.81492 0.12885 -1.21063 -0.68937 -7.373 39 0.000

配

对

4

能将生活中的事件与

时间建立联系。

（活动前-活动后）

-0.75000 0.63043 0.09968 -0.95162 -0.54838 -7.524 39 0.000

配

对

5

能合理安排校内课后

服务时间。

（活动前-活动后）

-0.7000 0.68687 0.10860 -0.91967 -0.48033 -6.445 39 0.000

配

对

6

懂得遵守时间的重要

性。

（活动前-活动后）

-0.87500 0.75744 0.11976 -1.11724 -0.63276 -7.306 39 0.000

配

对

7

养成了守时惜时的好

习惯。

（活动前-活动后）

-0.95000 0.55238 0.08734 -1.12666 -0.77334 -10.877 39 0.000

配

对

8

了解中国古代的计时

工具。

（活动前-活动后）

-1.0000 0.84732 0.13397 -1.27099 -0.72901 -7.464 39 0.000

对学生在问卷中简答题的回答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很多学生在了解了

中国古代的计时工具后，由衷产生了民族自豪感，感叹“古代的人真聪明，想出

了那么多计时方法。”“我又发现了古代的中国文化，我很自豪！”对于“时间”

主题的研究也意犹未尽，还想研究许多问题，如“什么是光年？”“一光年是几

小时？”“一年为什么是 365 天？”“南半球与北半球的时差”。

图 8 问卷调查中简答题学生作答情况

（二）活动反思

本次主题活动虽然面向全年级各班，但用点阵笔技术赋能活动后学习数据分

析以及活动前后的调查问卷数据处理，仅辐射到 1个班级，样本数量为 40，样

本数量较少。在小组活动中，个别小组分工不够合理，不能使得组内所有成员全

程参与，下阶段可以借助设计活动单和自评、互评表促使全体学生更好地投入到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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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与实践”领域的教学要关注问题解决的全过程，注重培育学生的综合

素养，回归真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解决。让学生在掌握数学知识的同时，理解现

实背景、运用的情境、发展的空间，以及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联，实现数学与生

活世界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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