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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培养】

经验学习圈理论下儿童数学问题
解决能力培养策略探究

张　 虹

　 　 【摘　 要】问题解决能力是儿童学习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儿童的已有经验生发的问题解决,有利于

其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教育家大卫·库伯提出体验学习概念,认为人的学习过程可以描

述为一个由个体的具体经验起始的螺旋式推进的循环圈. 教师教学时可以尝试以“经验学习圈”的四个环节勾

连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四个步骤,探索指向儿童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教学范式.
　 　 【关键词】小学数学;经验学习圈理论;问题解决能力

　 　 在某区域一次六年级学生数学学业质量监测中,
问题解决板块共涉及 3 道题,知识点分别涉及依据给
出的例证探索隐含的规律、运用平均数的知识判断说
理、图形运动变换中的非常规问题等. 与同一批学生五
年级时的调研情况及数学学科各维度的数据相比,学生
在问题解决能力维度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如表 1).

表 1 数学学业质量监测中
各能力维度得分率情况

年级 知识技能 / % 数学理解 / % 运用规则 / % 问题解决 / %

五年级 84. 65 78. 60 84. 25 58. 31

六年级 92. 52 54. 18 79. 51 40. 69

　 　 尽管一次数学学业质量监测数据不能说明儿童
数学学业的所有情况,但真实、直观的数据依然能够
反映出他们在一定时期素养的积淀情况,暴露其在
问题解决板块的薄弱态势.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22 年版)》提出,数学课程要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养. 概括来看,就是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经历数学抽
象、逻辑推理和数学模型等思维过程,涵育科学素
养,渗透育人思想. 反观常态化的数学教学,教师是
否关注数学知识与儿童真实生活情境的勾连,重视
儿童问题意识的培养,想方设法教会儿童问题解决
的一般方法与策略? 问题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能否
成为儿童面对现实问题情境时的有效工具与强大底
气? 这些都亟待教育者的重视与思考.

一、经验学习圈理论下儿童数学问题解决能力
的价值追寻

(一)经验学习圈理论的主张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教育家大卫·库伯提出,人
的学习过程可以描述为由个体的具体经验起始的一
个螺旋式推进的循环圈,包含具体体验、反思观察、

抽象概括、行动应用这四个环节(如图 1). 具体体验
是学习者完全投入一种新的体验;反思观察是对已
经历的体验进行反思;抽象概括即理论化的阶段;行
动应用就是验证新的概念并将它们运用到制定策
略、解决问题中. 如果在行动应用中发现新的问题,
则表示学习循环又有了新的起点,意味着新一轮的
学习圈开始运动.

图 1　 经验学习圈理论图

(二)经验学习圈理论在培养儿童问题解决能力

方面的价值

问题解决不等同于通常的解题,儿童通常不能
直接获得答案或者解决方案,解题的过程有助于他
们进行思考和产生自己的发现. 其核心是需要儿童
经历丰富的思维活动,并能迁移运用到全新的、更具
挑战性的问题情境中. 经验学习圈理论倡导让儿童
在具体体验中发现问题,在反思观察中分析问题,在
抽象概括中解决问题,在实践应用中提出新问题. 这
有助于培养儿童对数学知识的综合运用意识与创新
意识,从而提高其问题解决能力.

二、经验学习圈理论下儿童数学问题解决能力
培养的策略探究

(一)营造具体体验场域,推动数学问题产生

1. 经历真实的生活情境场,使儿童想发问
儿童在生活中不断遭遇问题,通过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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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他人的经验获得问题解决的体验,他们缺少的只

是将生活经验上升到数学经验的抽象过程. 因此,教
师需要积极引导他们沟通数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
激发其自主发现问题的内驱力. 如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学校开展学生新冠疫苗集中接种工作,其
中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数学问题,如接种人数统计、
接送车辆安排、接种点人员调剂等. 置身于真实的问

题情境中,有了切身的体验和感受,问题的种子才可

能发芽,学生积极探究,提出了“全校学生编码问题”
“疫苗接种车辆安排问题”等.

2. 创造和谐的提问环境场,使儿童爱提问

要使儿童产生探究问题的强烈欲望,创造良好、
和谐的提问环境场是关键. 教师应悉心呵护儿童的

好奇心与探究欲,让数学问题在其课堂和生活中自

然产生. 如在教学“认识平面图形”时,教师与学生约

定:“你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好奇的、想问的,可以随

时分享. ”在教师的鼓励下,学生提出了“一个积木为

什么可以画出不同形状的图形?”“不同的积木为什

么也可能画出相同的图形?”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内

核恰恰指向平面图形的本质.
3. 感悟有趣的数学玩味场,使儿童善提问

大卫·库伯提出:学习是一种基于精心设计的

体验之上的社会化过程,是儿童适应世界的完整过

程. 教师应注意带领儿童沉浸式走进数学问题情境

中,去发现、感知、思考,探究事物的本质属性,引导

他们在丰富的数学“玩味”场景中,找到个体经验

与学科本质的连接点,提出更具深度的数学问题.
如笔者组织过一次小型“运河游”,要求儿童带着

数学的眼光、数学的思考走一走健身步道,并提出

一个值得研究的数学问题. “健身步道的设计标准

是什么?” “根据步道边的步行距离指示牌和行走

时间,可以估算出自己的步行速度是多少吗?”……
一个个充满童真和真实思考的数学问题自然而强

烈地产生了.
(二)思维情感深度参与,助推数学问题解决

1. 制造矛盾冲突,在障碍突破中领悟观察

经验学习圈理论主张,经验学习是在辩证对立

中解决冲突的过程. 问题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障碍”,
冲突并非只存在于情境体验的最初. 在问题解决的

整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冲

突,这些冲突又促使儿童不断产生新的疑问,进而引

发他们思考,将其转化为更加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引导儿童突破障碍的过程中,也促进了他们对问

题背后核心知识的感知与领悟. 如在教学“小数的意

义”时,教师尝试以“数与单位”为主线串联起整堂

课. 学生在数数过程中,不断产生“当现有的计数单

位无法表示当下的数时,该怎么办?”的认知冲突,自
主产生“需要更小的计数单位来表示数”的内在需

求. 小数的意义是学生在矛盾冲突中不断感悟而自

发得到的,他们经历了“冲突—解决—再冲突—再解

决”的循环上升过程,认知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2. 强调思想方法,在策略使用中抽象概括

根据经验学习圈理论,抽象概括能力是整个学

习过程的重要环节,是思维参与、学习发生的重要标

志. 教会儿童问题解决的方法与策略,比仅仅教会他

们解决几道典型问题更有价值. 在教学中,教师应注

意渗透数学思想方法,引导儿童深入地思考、严谨地

探究、科学地分析问题,从而促进他们自觉使用策略

解决全新的数学问题. 例如,教师关注公共自行车调

配,创编了“差倍问题”:小西家附近有两个公共自行

车租用站点,早上 8 时,地铁口站点 A 的自行车数量

是小区门口站点 B 的 3 倍. 如果从站点 A 运送 13 辆

自行车到站点 B,两个站点的自行车数量正好相等.
那么,原来两个站点各有多少辆公共自行车? 文字

复杂,数量关系不明晰,学生自主产生利用画图策略

(如图 2)来解决问题的需求. 教师引导学生变化条

件中“小区口站点”与“地铁口站点”的自行车数量

(如图 3),再次创编实际问题,并比较两幅线段图分

别可能是什么时间段的自行车数量情况,使他们感

知原来图中隐藏着许多信息. 最后通过看图编题(如
图 4),引导学生感受策略是超越具体问题而存在的,
运用策略不仅可以解决一道题,而且可以解决一

类题.

图 2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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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注重反思总结,在过程回顾中升华情感

反思观察是儿童独立学习能力的重要体现,忽
略这一能力的培养,不利于学生思维品质的发展. 根
据经验学习圈理论,儿童在经历了反思性观察和抽

象概念化之后,对问题背后的概念理解将从内涵聚

合向外延扩大转变. 适时的反思总结有利于提高儿

童的元认知水平,体现出问题解决过程中儿童的自

我体验、自我调控和自我评价,促进他们在回顾审视

中衡量得失、升华情感. “解决问题的策略”作为苏教

版数学教材的一大特色,基本遵循“产生需要—经历

过程—体会价值—形成思想”的教学线索,“体会价

值”与“形成思想”是策略教学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教
学每一个新策略之后,都会有一个“回顾反思”环节,
引导学生通过回顾一道题的策略学习,反思“使用这

个策略有什么好处”“今后什么时候还能再用这个策

略”,促进他们将该策略推广、运用到更广泛的数学情

境、现实生活中,感受策略的价值,形成策略意识.
(三)积极鼓励行动应用,促使数学问题进阶

1. 创编生活情境素材,用数学的眼光发现问题

经验学习圈理论指出,知识来源于获取经验和

转换经验的结合. 对儿童而言,生活经验就是最好的

问题发源地,问题解决的过程有助于促进他们经验

与认识的转化. 教师教学时应注意充分调动儿童的

生活经验,促使他们提出有意义的数学问题,使基于

“具体体验”的学习圈循环运作起来. “小芳和父母

计划暑假去北京旅游,准备 7 月 3 日一早从南京乘

高铁去北京,7 月 9 日乘飞机返回. 爸爸通过某旅游

网站了解了暑期亲子自由行,费用为 5880 元(包含 3
人的高铁票、机票及住宿费用). 小芳收集了相应的

信息. 你能判断旅游网站给出的价格划算吗? 两者

相差多少钱?”(车票、身份证、身高信息图略)是教师

创编的一道“制订旅行计划”的实际问题,需要学生

从众多信息中遴选出有用的信息来解决问题,这对

学生来说有一定的挑战性,但由于和他们的生活密

切相关,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探究欲与学习潜能.
2. 上好“综合与实践”课,用数学的思维分析

问题

数学“综合与实践”领域的教学,旨在让儿童在

实际情境和真实问题中,综合运用数学和其他学科

的知识与方法,通过丰富的数学思维活动,经历问题

解决的全过程. 因此,上好“综合与实践”课,精心设

计主题式探究活动,有利于儿童感悟数学知识之间、
数学与其他学科知识之间、数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

联系,积累活动经验,拓展和迁移新知识,提高问题

解决能力. 比如,2022 年冬奥会期间,教师布置了“童

眼看冬奥,数学真奇妙”的主题探究活动,让学生在

观看冬奥会时发现值得探究的数学问题,并运用所

学知识研究解决. 学生呈现出精彩纷呈的研究成果,
不仅将生活与学科有机融合,更在问题解决过程中

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3. 创新教学评价方式,用数学的语言表达问题

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大环境下,需要创新

问题解决教学的评价方式,利用自我、同伴、教师等

多元评价主体,关注过程、能力、素养等多维评价方

式,构建问题解决的历程式、动态化评价体系. 以评

价促发展,架起沟通数学与现实世界的桥梁,推动学

生形成数学的表达与交流能力,发展应用意识与实

践能力. 在传统的学业质量评价之外,构建核心素养

的增值评价指标,创设问题解决项目化评价. 如创新

开发评价单,凸显儿童学习的主体性与情感融合、参
与度等非智力性评价因素;通过学生、教师、家长的

多方评价,评选出“问题解决小明星”“小小问题探索

家”等,促使儿童真正实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

相长,为儿童核心素养的培育增值赋能.
综上所述,问题解决是沟通儿童数学学习与实

际生活的一座桥梁. 教师应注意引导儿童用数学的

眼光观察现实世界,创设真情境,发现真问题;用数

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引发真思考,解决真问题;
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抒发真自我,探索真世

界. 经验学习圈理论提供了培养儿童问题解决能力

的范式与支架,有助于儿童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内化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培养儿童成为一个智慧的问

题解决者,这理应成为每一个教育者不懈追求的目

标与奋斗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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