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学习从“经历”走向“经验” 

——初中数学几何与图形学习活动设计实践探索 

 

【摘要】：在新课程标准的背景下，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积累是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的重要途径，然而在我们的日常课堂教学中常常被忽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将围绕如何让学生在课堂活动中积累数学基本活动经验展开讨论。笔者在课

堂实践中尝试采取创设趣味的生活问题情境和给予学生反思空间等教学策略，鼓

励学生在实验操作中获取基本数学活动经验，并通过反思和感悟来内化这些经验

为数学知识、技能和思维模式。通过这样的过程，学生可以逐步将课堂学习过程

从简单的“经历”转变为积累丰富的“经验”，促进核心素养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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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背景 

数学教育家张奠宙老师提出，“基本数学活动经验，是指在学习目标的指导

下，教师通过学生参与数学活动的实践，引导学生观察、操作、归纳、反思，使

学生的情感从感性升华到理性所形成的认识，它属于学生的主观性数学知识”
［1］。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提出数学活动经验积累的基本要求，

并指出其为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2］。 

现阶段的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尽管数学基本活动经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

注,仍存在一些教师对数学活动的实效性缺乏明确认识，只追求表面的“热闹”，

无法触及学生认知的冲突、思维的挑战，导致数学活动经验教学流于形式；一些

教师仅仅在有其他教师听课的情况下才对这种教学模式进行应用，由此学生自身

的数学基本活动经验也得不到有效的扩充。这些现象的产生，无疑反映出了我们

在教学过程中依旧重结论轻过程，重技能轻感悟，未对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积累

设计有效的教学活动，忽视了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重要性，导致学生缺少在在“做”

的过程和“思考”的过程中积累基本数学活动经验。那如何开展有效的课堂数学



活动，才能让学生真正在数学学习的过程，积累数学基本活动经验，促进学生核

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呢？下面我就结合自己的课堂教学设计具体来谈一谈。 

二、理论认识 

为了进一步研究促进数学基本经验积累的有效课堂活动开展策略，找寻数学

基本经验与数学活动两者之间的关联，通过翻阅相关文献资料，参考卢梭、皮亚

杰和弗赖登塔尔等学者对数学活动经验教学的理论，发现以下一些相关理论依据。

1、活动促经验积累。卢梭强调学生应该通过观察和参与各种生活活动来进行数

学学习，从中获取直接经验，并主动进行学习。他认为学生不能仅仅机械地接受

教师讲授的内容，而应该通过主动的亲身实践过程，将学习活动建立在自己的主

观认知程度上，将新知识与原有的数学活动经验有机结合，以完成对数学体系的

框架构建。 

2、实践促数学经验积累。在皮亚杰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学者看来，学生在数

学学习中应经历一个主动的实践过程。他们认为学生应该通过活动和经验来建构

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接受。这意味着学生需要将学习活动与他们已有的数学

活动经验相结合，将新知识与原有知识进行关联和整合，以建立个人的数学认知

框架。 

3、再创造促数学经验积累。弗赖登塔尔则主张数学学习是一个“数学化”的过

程，学生需要通过活动、经验和再创造的方法来探究数学问题。他强调学生在活

动中得到启发，将原有的经验进行改造、重组甚至是创新，以实现数学知识的再

创造和再发现。这种活动和经验的再创造可以推动学生的数学学习与思维发展。 

由以上学习参考“活动促经验积累、实践促数学经验积累”理论依据，得到

了促进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直接获得的策略是创设实践操作性数学活动的数学

课堂教学实践认知；由以上学习参考“再创造促数学经验积累”理论依据，得到

了发展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内化生长的策略是提出阶梯式的问题反思链的数学

课堂教学实践认知。 

三、实践操作 

根据上述理论研究，开展以下课堂实践 

（一）在实验操作中获取基本数学活动经验 



图 1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儿童的思维是从动作开始的，切断动作与思维的

联系，思维就不能得到发展。正如人们常说的，“听过的会忘记，看过的能记住，

做过的才能学会。”动手操作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动手操作可以把抽象

的知识变得更生动形象，学生动口、动手、动脑参与探究知识的全过程，能使语

言、操作与思维相结合，这样获得的体验才会更深刻、更清晰，才能有效获取基

本数学活动经验。 

 

【案例 1】 

“与等腰三角形相关的一个基本图形”教学片段 

1、分析教材内容和背景 

《与等腰三角形相关的一个基本图形》是对沪教版义务教育课本《数学》七

年级第二学期第十四章等腰三角形性质和判定的学习的复习与延续。本节课在学

生已经学习了轴对称图形、平行线、等腰三角形性质及判定基础上，进一步探究

以图形翻折运动为背景下的角平分线和平行线形成等腰三角形的问题，让学生经

历提出问题—动手实践—观察分析—归纳总结—解决问题的数学活动，发展几何

直观，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体验学习数学乐趣。 

2、设计教学活动框架 

活动名称 学生行为 意义 

活动 1:折一折 

将长方形纸片 ABCD

沿对角线 AC 折叠，点 B

落在点 B´处，AB´交 CD于

点 G.（图 1） 

 

 

 

1. 找出长方形纸片的对角

线 

2. 沿着对角线，将手中的

长方形纸片进行翻折 

通过动手实践操作折叠

长方形纸片，让学生体

验图形的变换过程，发

展学生的几何直观能

力。 



图 2 

图 3 

活动 2：描一描 

将重叠部分图形用不

同颜色笔描出（图 2） 

 

对翻折后，重叠部分图形，

用笔在纸片上勾勒出图形 

通过描画重叠部分图

形，培养学生的观察图

形能力和动手能力。 

活动 3：量一量 

观察并判断重叠部分

图形组成元素?有哪些特

殊的数量关系或位置关

系? 

使用带有刻度的直尺与量

角器，对重叠部分图形的边

的长度，角的度数进行测量 

通过观察和测量重叠部

分的图形，使学生发现

图形组成元素的特殊数

量关系或位置关系，进

一步探究重叠部分图形

的特点。 

活动 4：想一想 

构成等腰三角形要素

有哪些？如何形成等腰三

角形？（图 3） 

 

 

 

学生在教学案上尝试完成

说理过程 

让学生经历问题解决的

过程，回顾对称轴的性

质和轴对称图形的特

点，感悟翻折过程中图

形的变与不变，培养学

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 



活动 5：说一说 

完成上述说理过程 
学生分享说理过程 

通过表达与交流，学生

将在活动 4 中思考和探

究的结果进行梳理和表

述，培养学生的语言表

达能力，发展学生的逻

辑思维能力。 

活动 6：填一填 

归纳总结构成等腰三

角形基本图形的规律：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学生根据上述说理过程，提

炼归纳构成等腰三角形的

规律 

通过探究角平分线、平

行线和等腰三角形之间

的关系，掌握构成等腰

三角形的基本规律，使

学生初步形成模型观

念。 

3、效果与经验 

在“与等腰三角形相关的一个基本图形”教学中，借助长方形纸片折叠的实

验操作，通过设计上述的操作活动，让学生在动手实践操作中，探究并发现角平

分线和平行线形成等腰三角形的基本规律，将几何图形的抽象问题可视化、直观

化，形象化，从而直接有效获取基本数学活动经验，进一步发展提升几何直观，

逻辑推理等数学核心素养。 

 

（二）在反思感悟中内化基本数学活动经验 

荷兰数学教育家弗兰登塔尔认为：“只要儿童没有对自己的活动进行反思，

他就达不到高一级的层次。”数学知识的类比性使得学生所积累的基本活动经验

具有迁移性，每位学生都会从自身已有的实践活动经验中寻找从事新的实践活动

的生长点。因此，教师必须为他们提供反思的时空，让学生经历反思感悟等数学

学习过程，引导学生对研究问题方法和思路进行归纳总结，使学生在原有基础上

建立更高层次的认知结构，促进知识点再生长，从而逐步内化基本数学活动经验。 

【案例 2】 

“证明举例—角平分线背景下的全等三角形”教学片段 

问题：如图 4，在 Rt△ABC中，∠C=90°,∠B=45°，AD是△ABC的角平分



线,求证：AB=AC+CD 

学生困惑：求证结论中的线段无法直接在图形中观察到它们和 

反思 1：基本方法梳理 

回顾之前学习，我们是如何来比较线段之间的大小？ 

生：度量法、观察法、叠合法 

师：还记得如何利用叠合法比较线段大小？ 

生：让两条线段的一个端点重合，使另一个端点落在此端点的同一侧,看另

一端点的位置 

师：此时这两条线段有怎样的位置关系？ 

生：在同一直线上 

反思 2：数学思想应用（化归） 

那我们是否可以尝试将上述线段化归到同一直线上？例如对于较长线段 AB，

如何将线段 AC转化到线段 AB上呢？ 

思路 1：在 AB上截取点 E，使得 AC=AE，联结 DE（如图 5） 

反思 3：数学思想应用（类比） 

类比之前我们将线段 AC转化到线段 AB上，我们是否也可以将线段 AB转化

到线段 AC上？ 

思路 2：延长 AC至点 E,使得 AE=AB，联结 DE，再证明 CE=CD即可（如图 6） 

 辅助线 思路分析 

 

 

 

在 AB上截取点 E，使得

AC=AE，联结 DE 

 

1.△ACE≌△ABD,得证

CD=DE 

2.等腰△DEB，证得 DE=BE 

3.得证 CD=BE 

图 4 

图 5 



反思 4：延伸与拓展 

证明不在同一直线上的线段和差问题，我们可以运用哪些方法解决？ 

 

 

上述问题串式的反思体现了学生对于证明线段和差问题与构造全等三角形

知识的联系与思考，通过截长补短法构造全等三角形，将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线

段化归到同一直线上，进而将证明线段之间的和差问题化归为证明线段相等问题。

让学生在经历反思感悟的学习过程中，关联新旧知识，迁移所学知识，将“经历”

提升为“经验”，促进学生将数学基本经验上升为理性思考，从而内化基本数学

活动经验，促进数学核心素养的形成。 

 

结语： 

1、创设实践操作性数学活动，促进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直接获得 

创设实践操作性数学活动，有助于促进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直接获得。在《与

等腰三角形相关的一个基本图形》教学设计中，创设了一系列围绕长方形纸片折

叠为主的实践操作数学活动（折一折、描一描、量一量、想一想、说一说、填一

填），借助长方形纸片这一直观教具，将抽象的几何图形可视化、直观化、形象

化，让学生经历“引入问题—提出问题—验证猜想”的探究过程，发现图形翻折

的本质是轴对称变换，抓住轴对称图形的特征，得到形成等腰三角形的基本规律。

通过实践操作性数学活动实施，让学生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直观感知知识生成

的原理，完整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将“经历”转化“经验”。 

2、提出阶梯式的问题反思链，发展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内化生长 

提出阶梯式的问题反思链，有利于发展数学基本活动经验的内化生长。在《证

 

 

 

延长 AC至点 E,使得 AE=AB，

联结 DE 

 

1.△ACE≌△ABD，得证

AE=AB 

2.等腰△CDE，得 CD=CE 

图 6 



明举例—角平分线背景下的全等三角形》教学设计中，基于如何证明不在同一直

线上的线段间数量关系学生所产生的困惑，首先提出了“比较线段之间的大小方

法”，帮助学生回顾旧知，关联旧知，梳理原有的知识体系。再者提出“将不在

同一条直线上线段化归到同一直线上方法”，启发学生迁移所学知识，通过截长

补短辅助线添加，构造全等三角形，感悟数学基本思想的应用。最后提出“证明

不在同一直线上的线段和差问题，我们可以运用哪些方法解决？”，引导学生对

于如何解决一类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依托阶梯式的问题反思链，驱动学生思考，

引发学生对于新旧知识关联与再反思，引导学生对于一类问题解决方法、解决思

路的归纳与总结，促使学生在原有认知基础上构建更高层次的认知结构，在中学

的过程中再发现，再创造，进而完成数学活动经验从“量”到“质”的飞跃，将

“经历”内化“经验”。 

3、展望 

今后，笔者将进一步探究如何通过“数学活动”实现“经验积累”的方法，

考虑将阶梯式的反思链与实践操作活动相结合，创设和开展自主探究式的数学学

习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引导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再次产生基本数学活动经

验，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致力于提供创新的教学方法和学习

资源，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让他们在活动中体验、实践和探索数学

知识。通过这样的努力，我们希望能够引导学生在数学学习中获得更多的经验积

累，提高他们的数学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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