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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探索】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
行为动词解读及教学启示

苏明强

　 　 【摘　 要】行为动词描述的是数学学习应该达到的相应水平和程度,《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

版)》的附录 2 中对行为动词进行了解释,虽然文字不多,但是意义重大. 文章从结果目标行为动词和过程目标

行为动词两个角度分别进行解读,谈一谈目标行为动词对教师规范拟订教学目标的教学启示.
　 　 【关键词】2022 年版课标;行为动词;解读;教学启示

　 　 行为动词描述的是数学学习应该达到的相应

水平和程度,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 2022 年

版)》(以下简称 2022 年版课标)的附录 2 中对行

为动词进行了解释,虽然文字不多,但是意义重大.

深入了解行为动词的基本含义和使用规范,不仅有

助于我们深刻理解 2022 年版课标中的学段目标、

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和教学提示,而且有助于我们

准确把握教学所应达到的相应水平和基本程度. 同

时,有助于我们规范拟定和表述课时教学目标,也

有助于我们依据 2022 年版课标的理念开展小学数

学教学研究.

“行为动词”这一名称,首次出现在《义务教育

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以下简称 2011 年版课

标)的附录 1 中,2022 年版课标对原来的表述进行了

相应的修订和补充. 下面,从结果目标行为动词和过

程目标行为动词两个角度分别进行解读,在此基础

上,谈一谈目标行为动词对我们规范拟订教学目标

的教学启示.

一、结果目标行为动词

2022 年版课标规定数学课程目标包括结果目标

和过程目标两大类. 数学“四基”中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属于结果目标,结果目标对应的行为动词分

为四种水平,从低到高,分别是“了解” “理解” “掌

握”“运用”. 下面,对这四种水平的行为动词进行相

应解释.

“了解”是指“从具体实例中知道或举例说明

对象的有关特征;根据对象的特征,从具体情境中

辨认或者举例说明对象” . 与 2011 年版课标相比,

2022 年版课标关于“了解” 的内涵的表述没有改

动. “了解”是结果目标的第一水平要求,它的同类

词是“知道”“初步认识” . 在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

是,不能随意使用“初步”二字,“初步认识”是 2022

年版课标中的一个规范行为动词,在所有行为动词

中仅此一个行为动词中带有“初步”二字. 平时大

家喜欢用“初步了解” “初步理解”表述教学目标,

其实“初步了解”“初步理解”都不是规范的目标行

为动词,这一点应引起大家的关注. 比如,对于“小

数的意义”这一知识点,如果要求达到第一水平,拟

订教学目标时,我们就表述为“了解小数的意义”

或“初步认识小数的意义”,但是不能表述为“初步

了解小数的意义” .

“理解”是指“描述对象的由来、内涵和特征,

阐述此对象与相关对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 与

2011 年版课标相比,2022 年版课标关于“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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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增加了“描述对象的内涵”的内容. “理解”是

结果目标的第二水平要求,它是在“了解”基础上

的一种更高要求,它的同类词是“认识” “会” . 在这

里,需要注意的是,“认识”属于第二水平要求,而

“初步认识”属于第一水平要求,要注意区分和规

范使用. 在这里,“会”属于第二水平要求,却没有

“初步会”这一行为动词,要注意认真体会和规范

使用. 比如,对于“异分母分数加减运算的算理”这

一知识点,如果要求达到第二水平,拟订教学目标

时,我们可以表述为“理解异分母分数加减运算的

算理” .

“掌握”是指“多角度理解和表征数学对象的本

质,把对象用于新的情境”. 与 2011 年版课标相比,

2022 年版课标关于“掌握”的表述,把原来“在理解

的基础上”改为“多角度理解和表征数学对象的本

质”,即对于“掌握”对应的水平,强调应该理解和表

征数学对象的本质. “掌握”是结果目标的第三水平

要求,它是在“理解”基础上的一种更高要求,它的同

类词是“能”. 比如,对于“异分母分数加减运算的算

法”这一知识点,如果要求达到第三水平,拟订教学

目标时,我们可以表述为“掌握异分母分数加减运算

的算法”.

“运用”是指“基于数学对象和对象之间的关

系,选择或创造适当的方法解决问题” . 与 2011
年版课标相比,2022 年版课标关于 “运用” 的表

述,把原来“综合使用已掌握的对象”改为“基于

数学对象和对象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明确达到

“运用”的水平必须基于数学对象和对象之间的

关系 . “运用”是结果目标的第四水平要求,也是

结果目标的最高水平要求,它是在“掌握”基础上

的一种更高要求,它的同类词是“证明” “应用” ,

与 2011 年版课标相比,2022 年版课标新增一个

同类词“应用” . “证明”通常用来描述初中几何学

基本命题 (基本事实) 的目标内容,在小学数学

中,一般不使用“证明”这一行为动词描述目标内

容 . 比如,对于“分数的初步认识”一课的技能点,

如果要求达到第四水平,拟订教学目标时,我们

可以表述为“运用分数解决简单实际问题” 或者

“应用分数解决简单实际问题” .
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以上都是描

述结果目标的行为动词,但是,结果目标包括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两个方面,使用行为动词时略有不同.

一般情况下,当我们描述有关基础知识的水平要求

时,使用“了解”“知道” “初步认识” “理解” “认识”
“掌握”等行为动词,而当我们描述有关基本技能的

水平要求时,使用“会”“能”“运用”“应用”等行为动

词. 在这里,“会”和“能”属于不同水平要求的行为

动词,“会”属于第二水平要求,“能”属于第三水平

要求.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表述习惯中,“会”和

“能”似乎没有区别,如“我会画图” “我能画图”,好
像差不多,但是,在学生学业要求的水平描述上,我

们不能随便使用“会”“能”,它们属于不同的水平要

求,应严格加以区分.

比如,“用数对确定位置” 一课,从“双基” 的

角度分析,基础知识是“数对的意义” “数对的读

法和写法” ,基本技能是“正确读、写数对” “用数

对表示具体情境中的位置” .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

规范表述“双基”教学目标:在观察、操作和思考

等数学活动中,了解数对的意义,掌握数对的书写

法,能正确读、写分数,会用数对表示具体情境中

的位置 .

二、过程目标行为动词

数学“四基”中的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和数

学“四能”及核心素养等都属于过程目标. 2022 年版

课标规定:过程目标对应的行为动词也分为四种水

平,从低到高,分别是“经历”“体验”“感悟”“探索”.

与 2011 年版课标相比,2022 年版课标新增了一个行

为动词“感悟”,属于第三水平要求. 下面,对这四种

水平的行为动词进行相应的解释.

“经历”是指“有意识地参与特定的数学活动,感

受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获得一些感性认识”.

与 2011 年版课标相比,2022 年版课标关于“经历”的

内涵,增加了“感受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的内

容. “经历”是过程目标的第一水平要求,也是过程目

标的最低水平要求,强调在数学学习中获得一些感

性认识,它的同类词是“感受”“尝试”. 比如,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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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课标在“图形与几何”第一学段教学提示中的表述

是:感受统一长度单位的意义. 这里对于“统一长度

单位的意义”这一目标内容,只要求达到第一水平

“感受”.

“体验”是指“有目的地参与特定的数学活动,

验证对象的特征,获得一些具体经验”. 2011 年版课

标的表述为“参与特定的数学活动,主动认识或验证

对象的特征,获得一些经验”. 2022 年版课标的表述

进行了一些简单调整. “体验”是过程目标的第二水

平要求,它是在“经历”基础上的一种更高要求,强调

在数学学习中获得一些具体经验,它的同类词是“体

会”. 比如,“不规则物体的体积”一课,2022 年版课

标在“图形与几何”第三学段内容要求中的表述是:

体验不规则物体体积的测量方法. 这里对于“不规则

物体体积的测量方法”这一目标内容,要求达到第二

水平.

“感悟”是指“在数学活动中,通过独立思考或

合作交流,获得初步的理性认识”. 这是 2022 年版课

标新增的行为动词,“感悟”是过程目标的第三水平

要求,它是在“体验”基础上的一种更高要求,强调在

数学学习中获得初步的理性认识,它没有同类词. 比

如,“小数、分数混合运算”一课,2022 年版课标在

“数与代数”第三学段内容要求中的表述是:感悟运

算的一致性. 这里对于“运算的一致性”这一目标内

容,要求达到第三水平.

“探索”是指“在特定的问题情境下,独立或合

作参与数学活动,理解或提出数学问题,寻求解决问

题的思路,获得确定结论”. 与 2011 年版课标相比,

2022 年版课标删除了原来“发现对象的特征及其与

相关对象的区别和联系,获得一定的理性认识”的表

述,而强调了“获得确定结论”作为探索的主要目标.

“探索”是过程目标的第四水平要求,也是过程目标

的最高要求,它是在“感悟”基础上的一种更高要求,

它没有同类词. 比如,2022 年版课标在“图形与几

何”第三学段内容要求中指出“探索并掌握平行四边

形、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积计算公式”. 这里包含两层

含义:一是从结果目标的角度分析,要求达到第三水

平“掌握”;二是从过程目标的角度分析,要求达到第

四水平“探索”.
三、规范表述教学目标

对课标来说,利用行为动词科学、规范地表述了

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的内容要求和学业标准;对

广大一线教师来说,利用行为动词可以科学、规范地

表述单元或课时教学目标. 然而,长期以来,广大一

线教师不太重视教学目标的规范表述,通常直接从

教师教学用书(以往称为教参)里面抄写下来. 这里

必须说明的是,在与现有教材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

中,关于教学目标的表述也不是很规范,希望在新一

轮教材和教师教学用书的修订中能够加以完善. 下

面,基于 2022 年版课标的行为动词,以“同分母分数

加减运算”一课为例,谈谈对规范表述教学目标的几

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明确教学目标的主体. 在 2001 年版课

标中提出“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人”,2011 年版课

标和 2022 年版课标中都表述为“学生是学习的主

体” . 根据这一理念,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的主体都

是学生. 于是,2022 年版课标对课程总目标的表述

采用以下方式,即通过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学

习……学生能:(1)……(2)……(3)……在这里的

表述中,体现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也就是说,学生

是目标语句中默认的主语. 然而,现在很多教师依

然受 20 世纪教学大纲中表述习惯的影响,在教学

目标中依然习惯性地表述为“使学生……” “让学

生……”“培养学生……”等,这不符合当前的教学

理念. 比如,“让学生理解同分母分数加减运算的算

理”,这样的目标表述不规范,应该将这一教学目标

规范表述为“理解同分母分数加减运算的算理”,

这里默认的主语是学生.
第二,要了解教学目标的句式. 教学目标的句

式,通常采用“行为动词 + 目标内容”的形式进行表

述,要把行为动词置于句首,不要混在句子的中间,

如果为了强调达成教学目标需要相应的条件或前

提,那么可以采用加上辅助句的形式进行表达. 认识

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规范表述教学目标的重要

基础. 比如,“在观察、操作和思考等数学活动中理解

同分母分数加减运算的算理”,这个句子表述的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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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方面的教学目标,但是句式不规范,没有将行为动

词置于句首. 我们可以采用断句(辅助句)的方式进

行调整,将它表述为“在观察、操作和思考等数学活

动中,理解同分母分数加减运算的算理”,这里的目

标行为动词是“理解”,属于第二水平要求,具体的目

标内容是“同分母分数加减运算的算理”,这里辅助

句强调了达成目标的前提是“在观察、操作和思考等

数学活动中”.
第三,要确定教学目标的内容. 要规范表述教

学目标,除了需要了解教学目标的句式,还需要确

定好教学目标的具体内容,通常我们可以从数学

“四基”、数学“四能”、核心素养、情感与态度等方

面进行思考. 然而,广大一线教师常常受到“双基”
教学的影响,习惯上仅从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两个

方面确定教学目标,这样确定的教学目标,内容并

不完整,仅仅确定了结果目标的内容,我们还应该

立足具体的教学内容,确定过程目标的内容,它不

仅包括数学“四基”中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

验,还包括数学“四能”、核心素养和情感与态度等

内容. 比如,“同分母分数加减运算”一课,基础知

识有两个方面:一是同分母分数加减运算的算理,
二是同分母分数加减运算的算法;基本技能也有两

个方面:一是正确进行计算,二是解决简单实际问

题;基本思想是:数形结合思想(为了帮助学生理解

算理,通常采用数形结合的方式)和变中不变思想

(在这里,运算的对象变了,从原来的整数变成了分

数,然而,加减运算的本质不变,都是计数单位的累

计);基本活动经验是:观察的经验、操作的经验和

思维的经验;数学“四能”主要包括: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对应的核心

素养主要是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
第四,要选好教学目标对应的行为动词. 当我

们确定好一节课各个维度教学目标的具体内容后,

接下来就要根据目标内容的属性,从结果目标行为

动词和过程目标行为动词中,选择相应水平的目标

行为动词进行匹配,这样就可以写出规范的教学目

标. 比如,一是基础知识目标内容与行为动词的匹

配:同分母分数加减运算的算理,对应的行为动词

是“理解”,同分母分数加减运算的算法,对应的行

为动词是“掌握” . 二是基本技能目标内容与行为

动词的匹配:正确进行运算,对应的行为动词是

“能”,解决简单实际问题,对应的行 为 动 词 是

“会” . 三是基本思想目标内容与行为动词的匹配:
数形结合思想和变中不变思想对应的行为动词是

“体会” . 四是基本活动经验方面:我们习惯上使用

“积累” . 五是数学“四能”方面:对应的行为动词是

“经历” . 六是核心素养方面:我们习惯上使用“发

展” . 这样“同分母分数加减运算”一课的三维目

标,就可以这样表述:
1. 在观察、操作和思考等数学活动中,理解同

分母分数加减运算的算理,掌握同分母分数加减

运算的算法,能正确进行运算,会解决简单实际

问题 .
2. 经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过程,发展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体会数形结合

思想和变中不变思想,积累观察的经验、操作的经验

和思维的经验.
3. 感受数学与生活,以及数学内在的紧密联系,

体会数学的价值和奇妙,感悟加减运算的一致性,激
发数学学习的兴趣,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

　 　 【作者简介】苏明强,泉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

究所.
　 　 【原文出处】 《小学教学》 (郑州),2022. 7 / 8 下.
33 ~ 36

·03·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