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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统计过程　 培养数据意识
———“复式统计表”教学实录与评析

执教 / 周月霞　 　 评析 / 邓　 炜

　 　 【摘　 要】文章以“复式统计表”教学为例,从情境引入,在谈话中引发统计的需求;合并表格,在自主探究

中生成复式统计表;多维练习,在应用过程中培养数据意识;回顾总结,在作业设计中拓展思维等方面阐释,引
导学生体会数据的力量,形成数据意识.
　 　 【关键词】统计;数据意识;复式统计表

　 　 教学内容:苏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五
年级上册第 84 ~ 85 页例 1 和“练一练”,练习十五第

1 题.
教学目标:
1. 使学生经历统计活动全过程,能根据收集、整

理的数据填写统计表,并对统计表中的数据进行简

单的分析.
2. 使学生基于解决真实问题的需要,经历收集、

整理、描述和分析数据的过程,体会数据中蕴含着丰

富的信息,增强数据意识.
3. 使学生在用统计方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

数据对于准确表达与交流信息的价值,增强学数学、
用数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教学重、难点:理解复式统计表中的数据信息,
认识复式统计表的结构,并对统计表表达的信息作

简单分析.
教学过程:
一、情境引入,在谈话中引发统计的需求

播放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闭幕式视频.
师:圣火缓缓熄灭,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圆满落

下帷幕. 此时此刻,你们最想了解关于亚运会的哪些

信息?
生1:我想了解本次亚运会一共有多少个国家

参加.
生2:我想了解我们国家共有多少位运动员

参赛.
生3:我想了解各个国家在亚运会比赛中的奖牌

情况.
师:要回答这些问题,可以怎样做?

生:先要通过调查收集数据.
师:就各个国家的奖牌情况,老师前期也收集了

数据,一起来看一看.
出示杭州亚运会上部分国家获得奖牌的情况:
中国获得金牌 201 枚,银牌 111 枚,铜牌 71 枚,

奖牌总数 383 枚;韩国获得金牌 42 枚,银牌 59 枚,铜
牌 89 枚,奖牌总数 190 枚;泰国获得金牌 12 枚,银牌

14 枚,铜牌 32 枚,奖牌总数 58 枚;日本获得金牌 52
枚,银牌 67 枚,铜牌 69 枚,奖牌总数 188 枚;印度获

得金牌 28 枚,银牌 38 枚,铜 牌 42 枚,奖 牌 总 数

108 枚.
师:根据这些信息,你想到了什么?
生:信息比较多,排得也有些乱,可以用表格进

行整理.
师:用表格进行整理,不错的想法! 以中国获得

的奖牌数为例,你能在头脑中想象一下表格大概的

样子吗?
课件出示“活动要求”:
(1)想一想:要清楚地表示中国在杭州第 19 届

亚运会上获得的奖牌数,可以怎样绘制表格.
(2)画一画:在“作业单一”上选择你需要的格

子,画出表格.
(3)说一说:与同桌交流自己想法,说说你们的

表格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学生按要求操作,并和其他学生交流;教师巡视

并选取典型的学生作品.
结合交流呈现下面的两种表格:
师:观察这两个同学的表格,你都能看懂吗?
师:像这样用表格将数据信息整理出来,更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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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出数据蕴含的信息. 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统

计表. 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更复杂的统计表. (揭示

课题)

【评析】课始,通过谈话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同
时在回顾统计过程和用表格整理数据的活动中唤醒

学生对单式统计表的已有认知,也为引出复式统计

表及经历统计全过程作好准备.
二、合并表格,在自主探究中生成复式统计表

(一)基于问题解决,产生合并需求

师:我们选取中国、日本、韩国、泰国四国运动队

获得的奖牌情况,分别制成四张统计表.
课件出示:

观察表格,回答下面的问题.
(1)日本队获得多少枚铜牌?
(2)韩国队获得多少枚金牌?
(3)哪个国家获得的奖牌最多?
师:回答上面的第一个问题,应看哪张表格? 回

答第二、第三个问题呢?
生:要知道日本队获得多少枚铜牌,就要看日本

队的表格;要知道韩国队获得多少枚金牌,就要看韩

国队的表格;要知道哪个国家获得的奖牌最多,就要

把四张表格合起来看.
师:是的. 回答不同的问题,所要观察的统计表

也不一样.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更容易地了解

这些信息呢?
生:把四张统计表合并在一起.
师:合并是个好办法. 你准备怎样合并呢? 有想

法吗?
课件出示“活动要求”:
(1)议一议:怎样合并能使我们既看出每个国家

的奖牌情况,又能看出它们的整体情况.
(2)试一试:试着把课前准备的表格剪一剪、贴

一贴(也可以画一画、写一写),将四张表格合并在

一起.

(3)说一说:完成后与同桌交流自己的想法,并

想一想还可以怎样改进.
学生自主探究,教师巡视、指导.
【评析】在尝试解读四张统计表所蕴含信息的过

程中,通过合并产生新统计表的需求悄然而生. 于

是,教师顺应学生的心理,以“活动要求”的方式,启

发学生通过议一议、贴一贴、画一画、说一说等活动,
自主完成统计表的合并. 这就使得复式统计表的产

生成为学生解决问题的真实需要,既能促使学生全

身心地投入到合并统计表的活动之中,又有利于他

们感受复式统计表的价值.
(二)立足学生作品,交流完善统计表

呈现①号和②号学生作品(如下图):

师:比较①号和②号作品,你觉得哪个更好一

些呢?
生1:我觉得②号更好一些,因为①号上面的那

些合计、金牌、银牌都可以省略.
生2:我也觉得②号更好一些,但是又觉得②号

的信息有些不全,因为看不出哪些数据是哪个国

家的.
生3:我赞同他的想法,就是前面都是奖牌数,看

不出哪个国家.
呈现③号和④号学生作品(如下图):

师:这是老师收集的另外两个同学的作品. 比较

一下,你更喜欢谁的作品呢?
生1:我觉得④号作品更好一些,因为他在下面

添了一行合计,这样就能看出一共有多少枚奖牌了.
生2:我也喜欢④号作品,就是有一个问题,最上

面那里为什么空着?
师:是呀,这个地方怎么空着呢? 我们请作者本

人来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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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1:因为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写什么.
生2:可以写国家名称啊.
师:写国家名称好像也行哦.
生:不完整,竖着看是可以写国家名称,但是横

着看是奖牌类型啊.
师:看来,这一格的设计要能兼顾横向和纵向才

好,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生:我们可以把这个格子分一分.
师:是的,在这里可以将这一格像这样分一分

(出示表头),它的名字叫表头,起着统领整张表格的

作用. 像这样横着看表示奖牌类别,竖着看表示国家

名称,中间这部分就是表格中的数据.
师:本届亚运会共有来自亚洲的 45 个国家和地

区的代表团参加. 如果我要在这张表格中再增加 1
个国家的奖牌情况,可以怎样做?

生1:在这张表格的下面再增加 1 行.
生2:我觉得不怎么好,要增加到合计的上面,否

则又不好算出总数了.
师:如果要增加 2 个国家呢?
生:还是应该增加到上面,这样合计栏就不用

改了.
师:是呀,如果“合计栏”放在最下面,新增一组

数据就要把合计栏往下移一次,不方便算总数. 为了

方便,我们通常把表格的“合计”栏放在表头的下一

行. 同时为了与竖栏的“合计”加以区分,一般用“总
计”来表示.

完善表格,包括标题和制表日期,并揭示课题.
(三)对比单式和复式统计表

师:把刚才的四张统计表和合并后的复式统计

表相比较,你有什么想说的?
生1:现在看一张表就可以解决刚才提出的问题

了,很方便.
生2:复式统计表更简洁,还方便比较.
生3:刚才的统计表只能统计一个国家的奖牌情

况,复式统计表可以同时统计四个或更多个国家的

奖牌情况.
师:是的,复式统计表可以简洁明了地表达更多

信息. 请大家再关注一下这里的 819 是怎样算出

来的?
生1:将所有的金牌、银牌、铜牌数相加,就是奖

牌总数.
生2:也可以用四个国家的奖牌数相加,得到的

结果是一样的.

师:不同的算法却得到了同一个结果,这说明了

什么?
生:可以用它来检验各栏的合计数算得是否

正确.
师: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先按一种方式计算,再

用另一种方式来验算. 瞧,一张统计表就可以看出四

个国家奖牌的总体情况. 现在看着这张表,你能回答

四个国家一共有多少枚奖牌了吗?
【评析】史宁中教授认为,中小学统计课程的核

心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通过数据来分析问题” . 统

计教学应让学生完整地经历收集、整理、表达和分析

数据的全过程. 教学中,先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究合并

表格方法,再基于学生中出现的资源,引导他们通过

观察、比较和交流,逐步完善和优化表格,最终形成

规范的复式统计表. 这不仅能加深学生对复式统计

表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学生形成数据意识. 尤其是在

解决“四个国家一共有多少枚奖牌”这一问题时,重

点指向“819 是怎样算出来的”,引导学生体验合计

数的计算方法,由此增强他们的读图能力.
三、多维练习,在应用过程中培养数据意识

(一)体重达标问题

师:在本届亚运会上,我国运动员中有很多都是

“零零后”,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 和这些优秀运动

员一样,同学们都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今天,同学

们不仅要勤奋学习,也要加强锻炼,将来才能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为了监测

同学们的体质健康状况,学校每年都对同学们的身

高、体重以及运动水平进行测评. 想一想,如果学校

要测评同学们的体重达标情况,可以怎样做?
生:可以先收集身高、体重数据,再进行整理

分析.
出示本班级同学的信息卡,包括姓名、年龄、身

高、体重、血型、喜欢的学科和喜欢的体育运动等

信息.
师:这是我们班每个同学的信息卡,你能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对少年儿童体重情况的评价标准(出示

下图),评价我们班同学的体重达标情况吗?
　 　 　 　 　 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价标准

男性:(身高 / cm - 80) × 70% = 标准体重

女性:(身高 / cm - 70) × 60% = 标准体重

标准体重正负 10%为正常体重

标准体重正负10% ~ 20%为体重过重或过轻

标准体重正负 20%以上为肥胖或体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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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卫组织的评价标准,先分别算出我们班

同学中体重正常的、过重或过轻的、肥胖或体重不足

的各有多少人,再制成统计表.
学生分小组对数据进行整理,并填写下面的复

式统计表.

师:你是怎样整理数据的? 又是按怎样的顺序

填写表格的?
生:我们先让小组里的每个同学算出自己的体

重达标情况,再分项逐步填写相应的数据,最后算出

合计数和总计数.
师:各小组完成了自己小组的数据整理,接下来

还要做什么?
生:还要把全班的数据汇总起来.
师:下面就请各小组组长来汇报本小组的数据,

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完成数据的汇总.
各小组汇报本小组的数据,教师用 Excel 软件进

行数据汇总,其他同学注意检查老师输入的数据是

否正确.
师:从这张复式统计表中,你能读出哪些信息?
生1:我们班肥胖的男生人数比较多,女生体重

不足的人数也比较多.
生2:我想对体重不足的同学说,我们现在正在

长身体,要多吃点,不能挑食,注意营养均衡.
生3:我想对肥胖的同学说,要加强体育锻炼,保

持健康的身体.
师:都是很好的建议. 是的,健康的体魄是创造

美好生活的基础.
(二)喜欢的体育运动

师:课前,同学们调查了我们班同学最喜欢的体

育运动. 老师把调查数据制成了复式统计表(出示下

表),你能看懂吗?
生:虽然统计表中有些数据看不见,但是有办法

把它们算出来.
师:你们都会算吗? 试着算一算.
指名交流,并说说是怎样算的.
课件出示:
师:这是五年(1)班同学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情况

统计表. 对比刚才咱们班的统计表,它们有什么相同

和不同之处?

生1:它们都是统计的最喜欢的体育运动.
生2:我们班的统计表是高高的,竖着的. 五年

(1)班的是扁扁的,横着的.
生3:两个统计表的中横向和纵向的项目正好调

换了位置.
师:你很善于观察. 再请大家把眼光聚焦到表

头,你有什么发现吗?
生1:表头表示的内容也调换了位置,数据的顺

序也不一样了.
生2:虽然横向和纵向的项目位置变了,表中数据的

顺序也变化了,但是所要表达的信息是一样的,都是五

年(1)班男生和女生喜欢的体育运动情况统计表.
师:是啊,表头的结构不同,呈现数据的方式也

会有变化.
【评析】练习的设计体现了层次性. 第一层次是

让学生经历收集、整理、表示和分析数据的完整过

程. 根据课前收集的包括身高、体重、最喜欢的学科

等信息,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对少年儿童体重情况的

评价标准,引导学生分小组整理数据并在全班汇总,
制成复式统计表,同时透过数据发现其中蕴含的信

息并作出判断,巩固用统计表表示数据的方法. 第二

层次注重学生读表能力的培养. 首先是看懂复式统

计图,并结合数据之间的联系补充缺少的数据;接着

通过以不同方式呈现的同一分类标准下的数据,帮

助学生进一步感受复式统计的特征,增强读图能力,
感受数据的意义,形成数据意识.

四、回顾总结,在作业设计中拓展思维

师:回顾今天的学习过程,你有哪些收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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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
学生自由发言,师生共同归纳、提炼.
师:同学们都很会学习,善于总结. 今天这节课

我们做了很多统计工作,都是先收集数据,再整理、
分析数据,并解决问题. 通过把单式统计表合并成复

式统计表,发现复式统计表和以前学习的单式统计

表比,不但能在表格中表达更多的数据信息,而且呈

现数据的方式也更加简洁明了. 想一想,今天研究的

数据,除用复式统计表表示外,还可以怎样表示?
师:刚才我们统计了我们班同学的体重和最喜

欢的体育运动情况,发现我们班同学中体重不足的

女生比较多,喜欢跑步的人数最多. 如果要统计我校

五年级学生体重和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情况,得出的

结论一定会相同吗?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怎样做呢?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去完成.

【评析】通过对学习过程的回顾与反思,可以使

学生对用复式统计表表示数据的方法形成更系统、
更全面的认知. 同时,启发学生由单式统计表可以制

成统计图的经验,类推出复式统计表也能制成统计

图,使学生对复式统计图产生好奇心和探究欲. 此

外,最后对有关全校同学体重、最喜欢的体育运动等

问题讨论,既有利于学生感受数据的随机性,又能拓

展学生的探索空间,把课堂学习向课外延伸,帮助学

生积累更丰富的统计活动经验,形成数据意识和应

用意识.
【总评】
本节课的教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重视统计育人价值,为问题解决而产生

统计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小

学阶段侧重培养学生的“数据意识”,与此相关的核

心素养就从侧重意识,到注重观念,再到能力形成,
体现出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统计学习目标的一致

性、阶段性和整体性. 因此,在实际教学中要把统计

教学的目标定位于“让学生认识到收集数据的必要

性”. 从课前的“要了解杭州亚运会中各代表队获得

奖牌的情况,该怎样做”,到课中“要了解我们班同学

的体重情况”,再到课后“统计全年级学生最喜欢的

体育项目情况”,始终都是以真实的问题情境为依

托,激发学生收集、整理、描述和分析数据的需求. 同
时注重引导学生基于真实问题开展统计活动,感受

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价值,感
受数据的独特价值.

(二) 明确统计教学目标,为数据分析而合并

表格

参照教材例题的编排思路,在教学中,教师选择

杭州亚运会上奖牌榜的相关数据为素材,引导学生

先回顾单式统计表,并把数据整理到四张单式统计

表中,有效地回顾了旧知. 接着通过三个有层次的抢

答活动,让学生产生合并表格的实际需求,由此引入

复式统计表的学习. 在此基础上,启发学生自主完成

表格的合并,并呈现学生中出现的不同水平的合并

后的表格,根据学生的资源动态生成,一步一步地形

成规范的复式统计表. 在这个过程中,统计表合成的

先后顺序需要通过学生的交流自然生成. 而观察统

计表表达的信息、分析表中数据之间的关系,更让学

生明确复式统计表中数据与数据之间的关系,感受

数据蕴含的信息. 这样的设计,既让学生体会到收集

数据的必要性,同时又使他们感受到数据对于解决

问题的重要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发展数据意识.
(三) 完善统计思维框架,为回归生活而体验

价值

统计来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 为了帮助学生

体验复式统计表的应用价值,教师设计了三个层次

的练习:第一个层次是巩固性练习,让学生根据收集

的数据信息,逐步完成全班学生体重情况的复式统

计表,并进行有关数据的分析与推测活动. 教师鼓励

学生超越数据本身去深入思考,努力读取数据背后

的信息,从不同角度阐述和解释数据,体会数据对于

表达与交流的作用,形成用数据说话的意识. 第二个

层次是根据复式统计表提供的信息解决实际问题,
着力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 学生在推测活动中,意识

到如果要增加推测的可靠性,需要收集更多的数据.
第三个层次是以真实问题为驱动,引导学生完整经

历数据的收集、整理、表达和分析活动. 先呈现课前

收集的学生信息,并分类整理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数

据,进行全班汇总;接着以不同方式呈现五年(1)班
关于同一个问题的数据,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和交流

进一步理解用复式统计表表达数据的方法,增强读

图能力,体会数据的收集、整理、表达和分析所具有

的现实意义,体会数据的力量,形成数据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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