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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数学日记就在美国风行，并成为美国数学文化体系中的新生力量。在我

国，1997年后数学日记才零星地出现，学科日记对于中国数学教育乃至其他除语文以外的课程价值

还远没有被认识到。 

《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的设计，充分考虑本阶段学生数学

学习的特点，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的数学思考；

充分考虑数学本身的特点，体现数学的本质；在呈现作为知识与技能的数学结果的同时，重视学生

已有的经验，从实际背景中抽象出数学问题、构建数学模型、寻求结果、解决问题。 

如何在孩子们面前展现出一个五彩缤纷的数学世界，把抽象、枯燥的数学，变得生动有趣、引

人入胜呢？这引起了许多数学教师的思考。于是教师们利用课件、录像、实物投影等媒体，从生活

中引入例题，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为主。但那些生活中的数学，只是教师站在学生的角度搜集的生

活中的数学，虽然已经很具体贴切了，可是如何让学生自主地把生活与知识联系起来呢？ 

基于以上认识，我确立了“小学低年级学生写数学日记活动的研究”的专题，2006年 8月被批

准为北京市十一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于 2006年 9月开始进行研究。 

二、概念的界定 

“数学日记”是指学生对数学学习情况、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现的数学知识、提出的数学问题、

应用数学的情况，和反映新发现、新思路，抒发对数学学习感受的真实记录。 

三、研究的目标 

1．通过研究，总结小学低年级学生数学日记的具体内容和步骤。 

2．通过研究，促进小学生数学素养的提高。 

四、研究内容 

根据低年级数学课程内容的实际和学生的年龄特点，把小学低年级学生写数学日记活动分成两

个部分进行： 

第一部分：说数学、找数学、用数学、想数学的系列活动。 

第二部分：“主题日记”活动。 

五、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中山街小学 2006年——2011年籍的 97名学生。 

研究时间：2006年 9月——2008年 6月。 

研究方法：本课题主要采用行动研究法和调查法。以行动研究法为主，以调查法为辅。通过问

卷调查，了解学生写数学日记的感受，从学生的数学日记中及时得到反馈，有效地改进教师的教学。 

六、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调查前侧阶段，2006年 9月。 

对将要参加课题实验的学生从“听过数学故事”、“有数学课外读物”、“在生活中应用数学”、“喜

欢数学课”几个方面进行调查，了解学生没有参加写数学日记活动之前的一些基本情况。 

第二阶段：课题实验初级阶段，2006年 10月——2007年 6月。 

在一、二年级学生中进行“说数学”、“找数学”、“用数学”、“想数学”的活动。         

“说数学”：是指说一说有趣的数学故事、数学家轶事、数学符号的由来等，拓宽学生的知识视

野，激发喜爱数学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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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数学”：部分由老师来完成，这个部分可以贯穿在整个活动的各个阶段。从数学符号的来历、

数学家的故事、数学名题赏析等方面搜集数学故事，如：聪明的高斯、有趣的七巧板、兔子数列等，

集科学性、故事性、趣味性于一体。数学故事不仅是数学日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教师的好

助手，更是学生的好朋友。 

“找数学”：是指在生活中找一找，哪里蕴涵着数学知识，逐步培养学生用数学眼光观察生活的

习惯。 

“用数学”，是指生活中哪里用到了数学知识，即数学知识解决了哪些实际问题。一年级下学期

和二年级的学生已经积累了一些数学知识，也认识一千多个字了，所以可以动笔记录下自己应用数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日记了。如认识了元角分：一（１）班赵宛如写的《买菜》：今天早晨我和奶

奶去买菜。奶奶说带了 30元钱，买白菜的时候用去 5元，买茄子用去 6元。然后我们又去买米，10

斤一袋的大米需要 12 元。我问奶奶：“你带的钱还够用吗?”奶奶说：“你猜猜。”我赶紧计算起来：

30－5－6＝19 元，买大米用 12 元，剩下 19 元，当然够用了。而且 19－12＝7 元，还多出 7 元呐。

奶奶夸我真聪明。此文刊在 2004年 9月出版的《新求知报》上。 

“想数学”，是指对所学知识的回想、思索或推断。 

从二年级上学期开始，学生除了可以写“找数学”、“用数学”的内容，还可以写出对新知识的

回顾、反思和运用的日记了，即“想数学”。 

第三阶段：课题深入实施阶段，2007年 9月——2008 年 5月。 

二年级下学期开始，就可以进行“主题日记”活动了。教师针对数学教学内容的实际，每周布

置一个统一的日记主题。主题可以是对所学知识的回想、思索或推断，也可以是对应用数学知识情

景的描述。“主题日记”活动是“说数学”、“找数学”活动的延伸和继续，学生可以与家长合作完成。

日记里面既有学生的活动记录和活动感受，也有家长参与这个活动的体会。因为数学日记对家长而

言，是陌生的，未闻未见的。家长在和孩子们围绕着日记主题进行测量、购物、讨论，在这个亲子

活动过程中，家长既是参与者，又是合作者，可以随时激发孩子的灵感、发现新问题，往往使孩子

对数学知识的内涵或外延有新的发现。“有趣的平均分”主题日记活动中，家长在“家长评价”一栏

中写道：“我才知道乘法口诀是这么来的”、“我们全家一起平均分东西，这个活动真有意思”。在二

年级下学期的主题日记活动中，我根据教学进度的情况，制定了如下主题活动。 

二年级下学期数学日记活动主题 

1．量一量                    10.什么是“倍” 

2．什么是乘法                11．生活中有“倍”吗  

3．口诀的来历                12．去购物 

4．应用乘法                  13．摆一摆 

5．什么是除法                14．9的口诀真好记 

6．除法的应用                15．生活中的够不够 

7．生活中的平移与旋转        16．除法竖式 

8．看物体                    17．生活中的规律 

9．生活中的数学              18．统计家中的 XX 

“主题日记”活动促使学生对知识进行梳理、思考和应用，对诸如长度单位、乘除法的意义、平

移与旋转等概念经历了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形成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在“生活中的平移和旋转”

的主题日记中，李硕这样写道：今天我坐在爸爸的车上回奶奶家。我发现我们和车在平移，车轮在

路上旋转。爸爸的方向盘也时常在旋转。到奶奶家后，我下车帮爸爸开大门，大门在旋转。生活中

到处是平移和旋转。 

另外，从学生的日记中，我读出了他们在生活中的观察与发现，在网上和书籍中对数学知识的

搜索，感受到了他们在活动中的喜悦与收获。 

第四阶段：课题总结阶段，2008年 6月——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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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课题结题筹备会，整理研究成果，提出结题验收申请，并形成研究报告。 

七、研究结果 

1．数学日记活动使学生养成了用数学眼光观察生活的习惯 

随着数学日记活动的逐步开展，学生在生活中寻找数学、应用数学、思考数学，养成了用数学

的眼光观察生活的习惯和兴趣。从卧室里对“玩具的统计”、“衣服的搭配”，到客厅、厨房里“找角”，

再到“花坛里的花”、“奶奶家的平移与旋转”；从“我的书柜”，到“一家人的身高”，再到“教室里

的轴对称图形”；从“放学回家的路”、到“怎样买便宜”，再到“合理租车”„„从这些有趣的数学

日记中可以看出，用数学眼光观察生活中的事物，已经成为学生的习惯。数学知识使孩子们的生活

没有角落，数学知识和数学问题遍布在孩子们生活周围，都会被他们那善于观察的眼睛捕捉到，记

录下来。 

2．数学日记活动培养了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兴趣 

针对参加数学日记活动的学生，我们设计了参加活动前和参加活动两年后的 97名学生调查问卷。

测试情况见表 1。 

表 1  参加数学日记活动前、后调查问卷统计表（单位：人） 

测试时间 所占人数和比率 在生活中应用数学 听过数学故事 有数学课外读物 喜欢数学课 

（前测） 

2006、9 

人数 13 5 0 79 

比率 13% 5% 0% 55% 

（后测） 

2008、6 

人数 97 97 63 92 

比率 100% 100% 65% 95% 

从数据可以看到，数学日记的系列活动已经深入到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并且使学生的课内、

外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学生从对数学学科的懵懂状态，逐渐走近数学、了解数学，进而

被数学知识有趣、有用的魅力所征服，越来越喜欢数学。有十几位家长针对“写数学日记的研究”

活动写来了表达感想和感谢的信。其中王宇扬的家长写道：您在学生中开展的写数学日记活动很吸

引人，包括我在内，有许多家长和我有同感，因为我也忍不住加入了这个活动。在活动中，我和孩

子从不同角度认识了数学，孩子找到了学数学的乐趣。 

3．数学日记活动增强了学生的数感 

数学日记活动可以让学生走进生活，让学生感悟数字是随处可见的、实际的、有用的，增强了

学生的数感。例如：董思乔在“一万有多大”这篇日记中写到：我们现在已经学到第五位“万位”

了。我想“万”肯定是一个巨大的数。我们二年级有学生大约 200 人，那么，一万人就相当于我们

50 个二年级学生的人数。二年级占教学楼东面四个教室，一万人就需要 50 层这样的教室。那将是

一栋好高好大的教学楼啊，都钻到云彩里了。我们学校有 1400多名学生，升国旗时站了国旗前面的

操场，7个这么多人大约是一万人，就会占满整个操场了。一万人真多啊！老师说我们通州有 90万

人，那应该说“人山人海”啦！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学生已经对“万”这个计数单位有了深刻的认识，“万”以内的数的数感得

到了初步培养。 

4．数学日记活动丰富了学生的课堂学习内容 

学生的日记里涉及到的生活内容很多、很广泛。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校园中的生活；社会

中的生活和家庭中的生活。生活中的购物过程里，既有简单的加减法，又有乘除法，既有一步计算，

也有两步或多步计算，还蕴含着合理调配费用、估算、统筹等许多数学思想。充分利用这些内容，

组织学生在他们熟悉的情境中学习知识，增长能力。这不仅让学生感到亲切、有趣，而且是符合认

知的似曾相识的接纳心理的。 

5.数学日记活动加强了数学与语文等其他学科的联系 

我们对参加数学日记活动的班级和没有参加数学日记活动的班级进行了谈话调查。调查结果如

下：没有参加数学日记活动的学生，短文写作初期只写三两句话的占 67%，参加数学日记活动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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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占 28%。语言流畅、叙述完整的比率分别为 70%和 27%。在与家长一起购物或出游的时候，能给家

长提出合理、省钱、省时的建议，参加实验活动班的同学占 100%，没有参加实验的同学占 53%。 

可见，在低年级学生中开展写数学日记对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是很有帮助的。另外，据品德与

社会学科的任课教师体会，参加写数学日记活动的班级，在品德与社会学科的学习中，社会生活实

践方面的知识，明显优于没有参加数学日记活动的班级。 

6．数学日记活动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实验工作的开展，不仅使老师自身素质有了转变和提高，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学模式都有了较

大的转变，而且使教师的研究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总结归纳实验成果的能力都有了明显、迅速

地提高。参加实验活动以来，学生的数学日记有 19名被先后刊登在《新求知报》上，15篇登入《儿

童眼中的数学世界》一书。阶段成果获北京市“京研杯”一等奖，刊《北京教育教学研究》。研究报

告刊《北京市课改实验工作通讯》，并获得通州区第二届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2008 年我做客通州

电视台，使数学日记为通州人民所知晓。2010年通州区教科研成果推介会上，我做现场课和大会交

流，使数学日记为通州区各个中小学老师们所了解。 

八、研究结论 

通过两年的实验，我们课题组成员通过归纳、整理数据、分析讨论，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1．数学日记活动使学生养成了用数学眼光观察生活的习惯。 

2．在低年级儿童中开展“说数学、想数学、找数学、用数学”的系列活动，可以收到激发学习

兴趣、丰富学生感知、培养数感的良好效果。 

3．指导二三年级学生用“主题日记”的形式表述学、用数学的过程是可行的，而且可以提高语

言能力和社会生活实践能力。数学日记实现了数学、语文、社会等多学科的整合。 

4．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学生数学日记的内容，发掘学生熟悉的、感兴趣的生活实例，编入例

题或习题，可以更好地实现知识与生活的链接。 

5．数学日记活动促进了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和探索，在写数学日记的过程中，

使学生收获知识，获得运用知识成功的喜悦。 

数学家华罗庚曾经说过：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日月之繁，

无处不用数学。这是对数学与生活的精辟描述。数学日记活动，为小学生在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之

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彩桥，实现了数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的完美链接；数学日记活动是被小学生欢迎

和接受的、有利于学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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