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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教师数学语言的使用对幼儿的数学学习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对大班数概念集体教学活动进行视频分析，借鉴

TIMSS1995师生言语编码将教师数学语言划分为提问类、信息类、指示类和领会类数学语言，研究发现教师数学语言具有情境

性、准确性、简洁性和重复性等特点。教师在使用数学语言过程中，封闭型提问过多；信息类数学语言缺乏层次性；指示类数学

语言具有表面性；领会类数学语言缺乏针对性。教师应重视数学语言的教育作用，在活动前做好精心的设计与预设；在活动中

利用教育机智把控数学语言；活动后及时反思，在实践、反思、再实践、再反思的循环过程中建构和提升自己的数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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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language by teacher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thematical learning of young children. In this

study，a video analysis of the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of the concept of senior class numbers was carried out，and the mathematical

language of teachers was divided into questions，information，instructions and comprehension mathematical languages by drawing on

TIMSS1995 teacher and student speech code，and it was found that teachers' mathematical languag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tua-

tionality，accuracy，conciseness and repetition.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mathematical language，teachers ask too many closed questions;

informational mathematical language lacks hierarchy; instructional mathematical language is superficial; comprehension mathematical

language lacks pertinence.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mathematical language，do a good job of careful de-

sign and preset before the activity，use the educational mechanism to control the mathematical language in the activity; reflect in time af-

ter the activity，and construct and improve their mathematical language in the cycle of practice，reflection，re-practice and re-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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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数学辞海·第六卷》将数学语言定义为：

“一种特殊的语言，指用符号、公式等表述数学

知识的专业性语言。”维基百科（英文版）将数学

语言（Language of mathematics）定义为：“数学家

之间交流数学思想的系统，以自然语言（如英

语）为基础组成，使用数学语言所特有的专业术

语，并由高度专门化的数学公式符号加以补

充。”然而学龄前幼儿思维具有直观性和形象

性［1］127［2］81，高度专业化的数学语言或数学符号

不符合幼儿认知发展特点，因此幼儿园数学语

言是指以自然语言为基础，数学专业语言点缀

其中，具有低抽象性、低逻辑性和低结构性的教

学用语。“大班数概念集体教学中教师数学语

言”是指在大班数概念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所

使用的以自然语言和数学专业语言相结合并符

合幼儿认知特点的教学用语。

数学交流是数学教育的重要内容［3］，美国

全国数学教师理事会（NCTM）将“数学交流”纳

入学校数学学习的五个过程标准之一［4-5］，提出

能与教师、同伴以及他人进行数学交流，并巩

固数学思想；能够分析别人的数学思想和数学

策略，并用数学语言准确表达［6］。2012年，我国

教育部正式颁布《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将“数学认知”纳入科学领域，对幼儿数学

语言的发展提出要求，如“能用相应的词表示

量方面的特点”“点数”“数数”“说出总数”

等［7］［8］109，可以说数学语言是关乎教师数学教学

和幼儿学习数学的重要议题。斯托利亚尔提

出“ 数 学 教 学 就 是 数 学 语 言 的 教 学 ”［9］224，

Klibanoff 等人证实教师数学语言的输入量与幼

儿数学知识的增长存在显著相关［10］，Whitman

指出幼儿教师的操作语言对幼儿数学学习具

有预测作用［11］，黄瑾认为教师使用数学语言的

数量、质量都会影响幼儿的数学学习［12］25，张文

超认为发展幼儿数学语言能力是数学语言的

核心任务［13］。在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多集

中在中小学，而数学教育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幼小衔接的重中之重，数概念是

幼儿学习其他数学知识的基础，与幼儿早期的

概括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

但在我国学前数学教育研究领域，相关研究相

对缺乏，因此本研究聚焦于大班数概念集体教

学中教师数学语言的使用，通过分析教师数学

语言的使用现状、使用特征与不足，探讨教师

如何利用数学语言帮助幼儿掌握数学知识，发

展数学思维，为教师更好地使用数学语言提供

策略和建议。

二、研究方法

（一）视频分析法

1.视频选择

本研究通过3个月的跟踪录像，利用视频分

析法对20节大班数概念集体教学活动进行量化

统计和质性分析。教学视频（见表1）源于河北省

某市省级示范园，分别由10名大班教师执教，教

学目标涉及数概念基本内容（基数与序数、计数、

数字的认读与书写和数的组成），其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等均由教师根据教学计划自

行安排，确保教学在自然情境中进行，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

表1 视频编码定义

年龄段

大班

5-6岁

x执教教师

T1

T2

T3

T 4

T5

T6

T7

T8

T9

T10

教龄

16

15

13

10

7

5

5

4

3

2

y活动目标-

数概念内容

P1：基数与序数

P2：计数

P3：数字的认读与

书写

P4：数的组成

注：视频编码为“xy”——如：“T2P1”，表明由T2教师讲

授，数概念内容涉及基数与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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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料收集与分析

在数学教育研究领域，录像分析法颇受欢

迎，其中较为著名的是TIMSS和LPS。这两项研

究都是对八年级数学教学进行实时录像，然后对

数学教学中师生的话语量进行多方位的分析，其

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对后续的数学教学研究和

数学教育具有重大影响［14-18］。本研究在一定程度

上借鉴了TIMSS和LPS的研究方法，利用非参与

式观察对自然状态下的教学活动进行实时录像，

然后对视频进行文本转化，再根据研究目的对教

学视频和师幼对话文本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

析，以期了解大班数概念集体教学中教师数学语

言的使用现状和使用特征。

（二）非参与式观察

为了解某市省级示范园大班教师数概念集

体教学中数学语言的使用情况，同时保持教师

在自然情境中的教学状态，笔者进行了非参与

式观察。为消除“观察反应性”现象［19］67，研究

者在课堂实录前经常与班级教师和幼儿互动，

让观察对象提前习惯研究者的存在。因疫情

影响，正式观察从2020年9月14日开始至12月

14 日结束，分别收集了大班 10 位教师 26 节数

概念集体教学活动，排除教学时间过短、教学

目标不明确以及因幼儿园突发活动中断的教

学活动，共留下20节有效的数概念集体教学活

动，共计时长346分25秒。

（三）访谈法

对大班10位教师进行访谈，为打消教师的

疑虑，事前与教师说明访谈的原因并签订保密

协议，访谈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在幼儿园教研室

进行，访谈过程全程录音。访谈提纲主要包

括：您认为什么是数学语言？在教学过程中你

留意过数学语言或反思过自己的数学语言

吗？对于提问，您更倾向于开放型还是封闭

型？幼儿园数学教育对您而言有难度吗？您

认为应怎样提高教师数学教育质量？访谈除

了上述核心问题外，研究者会根据教学视频中

教师所出现的问题或研究者对教师的数学语

言、教学行为有所困惑时进行询问；当研究对

象答非所问时，会引导回到正题上；当研究对

象有新观点出现时会进一步追问，访谈音频资

料共98分钟。

三、研究工具

（一）教师数学语言特征词

本研究借鉴赵琳提出的“数学语言特征

词”［15］，以此为依据区分教师数学语言和其他语

言。数学语言特征词是教师使用数学语言的外

化表现，比如，教师在数概念集体教学中问：“8

可以分成几和几？”我们可以从“8”“分成”和

“几”这三个特征词中判断出这是一句提问类数

学语言。

（二）大班数概念集体教学中教师数学语言

的分类编码

笔者在借鉴TIMSS1995师生言语编码的基础

上，结合本研究内容将教师语言分为数学语言和

非数学语言，数学语言主要包括4大类，非数学语

言主要指教学语言和无关语言（见表2）。

表2 大班数概念集体教学中教师数学语言分类编码

教师
语言

数学

语言

类型

提问类

数学语言

信息类

数学语言

定义

激发数学思考，期望幼儿做出言

语回应，有疑问、反问、追问等

方式

教师面向全体幼儿进行数学知识

点的表述、讲解、总结，不一定需

要幼儿做出回应

分类

1.全开放型：发散性提问，答案多元

2.半开放型：限制性的开放型提问，有正确答案，但需幼儿思

考、推理

3.全封闭型：只有一个固定答案，无需幼儿思考便可立即回答

1.讲述式：阐述抽象的数学知识、原理、规律等

2.总结式：概括性的数学语言对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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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类数语

言

领会类数学
语言

非数学语言

教师期望幼儿做出与数学学习相

的即时活动

教师对幼儿个体的响应作出评
论，或复述和解释幼儿的数学
语言

教学语言或其他无关语言

1.指向幼儿数学语言表达

2.指向幼儿数学语言操作

3.指向课堂管理

1.复述幼儿的数学语言

2.补充幼儿的数学语言

3.纠正幼儿的数学语言

四、结果与分析

（一）大班数概念集体教学中教师数学语言

的使用现状

1.大班教师数学语言的使用量情况

由表3可知，大班数概念集体教学活动中教

师数学语言使用量是丰富的，教师平均两句话至

少有一句话是数学语言。

表3 20节教学视频中教师数学语言的整体量化

活动时长（分钟）

教师语言总句数

教师数学语言
总句数

教师数学语言句
数的百分比

N

20

20

20

20

单节最多

32:06

296

133

68.14%

单节最少

08:32

75

42

36.94%

总计

346：25

3114

1701

54.62%

2.大班教师使用不同类型数学语言的整体量化

表4 教师不同类型数学语言差异检验

提问类数学语言

信息类数学语言

指示类数学语言

领会类数学语言

数学语言总计

N

20

20

20

20

单节最多

86

24

25

30

单节最少

23

5

1

3

句数（%）

917（53.91）

262（15.40）

231（13.58）

291（17.11）

1701（100.00）

卡方

762.433

P

0.000

由表4可知，在20节大班数概念集体教学活

动中，提问类数学语言在所有数学语言中占比最

高，为53.91%。相关研究表明，在教学活动中提

问是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20］，在教师发起的

语言活动中，提问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形式，

多达平均每分钟0.8次［21］。

其一，教师频繁的使用提问类数学语言，反

映了数学教育的学科特点。首先，数学教育具

有可问性，伽达默尔认为“提问是思考的艺

术”［22］268，数学学科特点的逻辑性和抽象性要求

幼儿不仅要掌握数学知识，更要对数学进行思

考和理解，而教师提问是激发幼儿思考和检验

幼儿是否理解知识点的重要手段。其次，问题

解决是数学教育的重要功能，刘兰英对数学课

堂中师生对话进行分析，发现“教师提问—学

生陈述”是最主要的师生互动方式［23］，数学教

育是在“提出问题—激发幼儿思考—解决问

题”中不断发展幼儿的数学能力。最后，提问

类数学语言既有利于幼儿数学语言的表达，又

是教师衡量幼儿是否掌握数学知识的重要手

段，有助于教师评估幼儿现有的数学水平，及

时调整教学进度，更改教学计划。其二，教师

对数学知识的表述、讲解和总结等需要教师运

用信息类数学语言，有利于巩固幼儿对数学知

识的认知，加深印象。其三，在数学教育中教

师往往会提出数学规则和数学指示，要求幼儿

按照规则进行相关的数学活动，这时教师就要

运用指示类数学语言。其四，领会类数学语言

是教师对幼儿的回应作出评价，教师通过对幼

儿的评价和鼓励，有利于激发幼儿的学习积极

性，愿意主动回答问题，积极表达数学思想，培

养幼儿的数学兴趣。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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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班数概念集体教学中教师数学语言

的使用特征与不足

1.大班数概念集体教学中教师数学语言的使

用特征

表5 不同类型数学语言呈现方式的差异性检验

类型

提问类数学语言

信息类数学语言

指示类数学语言

领会类数学语言

呈现方式

全开放型

半开放型

全封闭型

总计

讲述式

总结式

总计

指向幼儿数学语言表达

指向幼儿数学语言操作

指向课堂管理

总计

复述幼儿的数学语言

补充幼儿的数学语言

纠正幼儿的数学语言

总计

句数（%）

33（3.60）

475（51.80）

409（44.60）

917（100）

145（55.34）

117（44.66）

262（100）

93（40.26）

119（51.51）

19（8.23）

231（100）

124（42.21）

137（47.08）

30（10.31）

291（100）

卡方

371.969

2.992

69.922

70.289

P

0.000

0.084

0.000

0.000

（1）提问类数学语言以半开放型和全封闭型

为主，具有情境性

表5显示，在提问类数学语言中，卡方检验

（P＜0.05），半开放型、全封闭型显著高于全开放

型，半开放型数学语言使用频率最高（51.80%），

究其原因，教师表示半开放型提问多处于幼儿的

最近发展区，幼儿根据已有的数学认知，对问题

稍加推理便可得出正确答案，有利于增强幼儿学

习数学的自信心。另一方面，教师使用半开放式

提问，幼儿的回答多在教师预期范围内，由此可

以把握教学节奏，松弛有度，有利于推进数学教

学的进度。封闭型提问类数学语言有利于教师

了解幼儿对数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巩固幼儿的数

学认知。

T：小朋友，来了几个猎人？

（半开放型提问类数学语言）

S：1234，4个。

T：几个猎人来了？

（全封闭型提问类数学语言）

S：4个。

T：每个猎人都打到小鸟了吗？

（全封闭型提问类数学语言）

S：没有。

T：你们猜猜他们想干什么？

S：打小鸟。

T：几个猎人打到小鸟了？

（半开放型提问类数学语言）

S：3个。

T：为什么第四个猎人打不到？

（半开放型提问类数学语言）

S：因为只有3只小鸟。

T：所以4个猎人比3只小鸟多1

T：那么4比3多几个？

（全封闭型提问类数学语言）

S：1个。

注：T代表教师，S代表幼儿（下同）。

选自：T10P1

教师利用数学语言创设情境，有利于增强幼

儿的数学语言记忆能力，提高幼儿数学语言交流

和应用能力，激发幼儿的数学兴趣［24-25］。例如在

T10P1案例中，教师通过绘本丰富有趣的画面感

让幼儿进行数量关系的学习，情境性的数学学习

使得数学知识变得生动有趣。T10P1的活动目标

为“学习4以内的数量关系”，教师通过播放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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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见图1），利用半开放型提问类数学语言引

导幼儿思考，如“几个猎人来了？”“几个猎人打到

小鸟了？”等，幼儿通过按物点数说出问题的答

案，教师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第四个猎人打不到

小鸟？”引出本次教学活动重点，即“4比3多1”；

同时教师利用全封闭型数学语言进行追问，检查

幼儿的数学学习进度，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回答

及时调整教学进度，保证有效教学。

图1 猎人打小鸟

（2）信息类数学语言以讲述式和总结式并

重，具有准确性和概括性

在信息类数学语言中，讲述式和总结式数学

语言分别占 55.34%和 44.66%，卡方检验（P＞

0.05）不具有显著差异，表明以上两种信息类数学

语言使用频率差距不大。总结式数学语言大多

用于讲述式数学语言之后，即教师运用多种教育

手段让幼儿理解数学概念，随即利用总结式数学

语言将之前的数学知识碎片进行归纳汇总，有利

于巩固幼儿的数学认知。换而言之，讲述式数学

语言是教师用直描通俗的语言向幼儿阐述或解

释数学概念，待幼儿理解之后，教师便使用总结

式数学语言进行归纳概括，让幼儿运用更高级的

思维方式理解抽象的数学知识。

T：数一数美丽的项链上有多少颗珠子，给没

有涂色的珠子涂上颜色，将算式补充完整，共计

算项链一共有多少颗珠子。 （讲述式数学语言）

T：一共，代表是加法，11+4=15。

（总结式数学语言）

T：这串红颜色链子上一共有15颗珠子。

（总结式数学语言）

选自T5P4

教师运用准确性和概括性的信息类数学语言

突出了数学教育的严谨性和科学性的学科特点，

T5教师通过“数一数美丽的项链上有多少颗珠

子”“给没有涂色的珠子涂上颜色”“计算项链一共

有多少颗珠子”，准确性的表达了“B=A+A＇”这一

抽象的数学概念；随后教师利用概括性数学语言

总结了本次教学活动重点“一共，代表的是加法”，

巩固了幼儿对“B=A+A＇”这一抽象数学概念的掌

握，帮助幼儿建立更加抽象的数学思维。

（3）指示类数学语言以鼓励幼儿数学语言表

达和数学操作为主，具有简洁性

指示类数学语言有三种表现形式，即指向幼

儿数学语言表达、指向幼儿数学操作和指向课堂

管理，分别占据40.26%、51.51%和8.23%，卡方检

验（P＜0.05）差异显著，表明教师使用指示类数学

语言以鼓励幼儿数学语言表达和数学操作为

主。教师通过幼儿的数学语言，了解幼儿对数学

知识的掌握程度，及时调整教学方案，有利于提

高幼儿学习效率，发展幼儿的数学能力。教师鼓

励幼儿操作体现了幼儿学习的主体性，幼儿通过

观察、发现、操作和探索以掌握数学知识，提升数

学能力。

T：请小朋友们从框子里拿出10个雪花片，试

试10可以分成几和几，分好的放在桌子上。

（鼓励幼儿数学操作）

T：10有9种分解方法，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鼓励幼儿数学语言表达）

选自：T1P4

教师指示类数学语言讲究简洁性［26］。幼儿

教师数学语言的简洁性主要表现在用词简练、表

达精确、用词少并且不出现无意义的同义反

复［27］。如“分成几和几”“分好的放在桌子上”“读

一读”“数一数”等，用最简洁的数学语言，抓住问

题的核心，为幼儿理清思路，指明方向。

（4）领会类数学语言以复述和补充幼儿数学

语言为主，具有重复性

领会类数学语言有三种表现形式，即复述、

补充和纠正幼儿的数学语言，分别占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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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47.08%和10.31%，卡方检验（P＜0.05）差

异显著，领会类数学语言中，复述和补充幼儿数

学语言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纠正幼儿的数学语

言。教师以复述幼儿数学语言作为认同幼儿的

回答并利用复述加深幼儿印象，教师解释幼儿的

数学语言表明了教师重视数学语言的规范性和

完整性。研究表明，数学语言与数学教育息息相

关，教师使用规范性的数学语言，有利于为幼儿

营造良好的数学语言环境，发展幼儿的数学语言

能力。

T：10分成了几和几？

S：9和1。

T：真棒，9和1。

（复述幼儿数学语言）

选自T1P4

T：十节车厢是怎么排列的？

S：一个红，一个黄，一个红，一个黄，一个红，

一个黄

T：是根据红黄红黄红黄的规律来排列的

（补充幼儿数学语言）

选自T2P1

教师领会类数学语言重复性的特点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重复幼儿的数学语言作为回

应，其二在重复幼儿数学语言的基础上对数学知

识进行概括补充，如T2教师在重复幼儿回应的基

础上让幼儿理解“ABABAB”的排列模式，让幼儿

的数学认知得以提升，有利于发展幼儿的数学思

维能力。

（5）多种数学语言交叉并用

从不同类型数学语言的使用频率而言，大班

教师对不同类型数学语言的使用量并不是均衡

分布的，而是多种数学语言交互并用。

T：小兔子要买6个桃，盒子外面有3个桃，盒

子里面有10个桃，盒子外面的3个桃不够给小兔

子了。

（信息类数学语言）

S：可以从盒子里面拿。

T：小朋友面前盒子里有10个雪花片，盒子外

面有 3 个雪花片，现在请小朋友从盒子里拿出 6

个雪花片。

（指示类数学语言）

T：从盒子里拿走6个，还剩几个？

（提问类数学语言）

S：4个。

T：盒子里面还剩4个。

（领会类数学语言）

T：盒子里面的4个加上盒子外面的3个，一

共有几个？

（提问类数学语言）

S：7个。

T：所以最后小猴子还剩下了7个桃子

（领会类数学语言）

选自T5P4

在幼儿园数学教育中，多种数学语言交叉并

用体现了教师使用数学语言的教育策略，如T5教

师利用信息类数学语言陈述数学知识，利用指示

类数学语言引导幼儿动手操作，利用提问类数学

语言引发幼儿思考，利用领会类数学语言复述并

肯定幼儿的回答，教师利用不同类型的数学语言

达到不同的教学目的，有利于幼儿掌握数学知识。

2.大班数概念集体教学中教师数学语言使用

的不足

（1）封闭型提问类数学语言过多

在对教师的访谈中，教师普遍认为应多使用

全开放和半开放型的提问类数学语言，因为幼儿

正处于想象力和创造力最丰富的时期，数学教育

有利于培养幼儿的探究欲，发展幼儿的创造力，

因此教师应避免使用过多的封闭型提问。研究

发现全封闭型数学语言占提问类数学语言的

44.60%，这表明在教师的理念中，全开放型和半

开放型提问类数学语言更有利于幼儿的数学学

习，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为了把控教学节奏，提

高教学进度或消极教学经常敷衍了事，大量使用

全封闭型提问类数学语言，过多的封闭型提问不

利于幼儿数学学习，难以发展幼儿的数学思维能

力，更无从谈起培养幼儿的数学兴趣和求知欲

了。

T：1有几个小圆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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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个。

T：有没有他自己的好朋友？

S：没有。

T：没有，那他就是一个？

S：单数。

T：2是几个小圆圈啊？

S：两个。

T：那么他们俩是？

S：双数。

T：现在是3，3是几个小圆圈儿？

......

选自T6P1

由T6P1视频可知，教师的提问充满了消极性

和敷衍性，封闭型提问过多且过于简单，幼儿无

需动脑便可回答，教师的提问仅是为了保证教学

活动按部就班的进行，无视提问类数学语言的启

发性和趣味性，忽视幼儿数学能力的培养，不利

于幼儿的数学学习，无法发挥提问类数学语言蕴

含的教育价值。

（2）信息类数学语言缺乏层次性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利用信息类数学语言没

有遵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教学规

律，导致信息类数学语言衔接性差，具体表现为

教师抛出一个数学信息后，突然又抛出另一个数

学信息，幼儿猝不及防的被动接受数学知识。信

息类数学语言的使用应符合教学内容的内在规

律，还要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水平，在数学教育

的难点和重点处着重讲解，进入到下一个教学环

节时衔接有度，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地引导幼儿

学习数学知识，提高数学能力。

T：今天我们学习的是20以内的加法，请小朋

友们翻到20页。

S：翻到了。

T：美丽的项链，数一数美丽的项链上有多少

颗珠子……

（教学过程……）

T：那请你在算式后面写上11+4=15。

T：赶快！写完请举手。

T：请大家翻到延伸册的第39页。

S：翻到了。

T：孔雀开屏，请你沿虚线剪下孔雀的羽毛……

选自T5P4

T5教师的教学内容是《20以内的加法》，《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出“5-6岁幼儿能借

助实物操作或其他方法进行10以内的加减运

算”［7］，由此可知，本次教学内容“小学化”，尽管如

此，T5教师的教学没有导入语、过渡语和衔接词，

直接利用信息类数学语言表达数学任务和数学

要求，并且讲完第20页的内容，便直接开展第39

页的内容，如此突兀跨越的教学，让幼儿的数学

学习非常被动，违背了当代幼儿教育理念，以及

幼儿学习发展特点，不利于培养幼儿的数学兴趣

和求知欲。

（3）指示类数学语言的表面性

研究发现，教师指示类数学语言使用简单随

意，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幼儿非常熟知的数学知

识，无需幼儿思考和操作便可完成。教师作为幼

儿数学教育的启蒙者，更应该重视数学语言的教

育作用，利用数学语言挖掘幼儿的数学潜能，为

幼儿解疑答惑，多给予幼儿思考的机会，提高幼

儿解决问题的能力。

T：把黑板上的数字从头到尾读一遍。

选自T5P4

T：那请你在算式后面写上11+4=15。

选自T5P4

T：数完的小朋友请举手。

选自T3P2

“数一数”“从头到尾读一遍”等此类指示类

数学语言，其教育效果仅能达到“复习和巩固已

经掌握的数学知识”，教师对更为抽象的数学概

念和数学原理并没有涉及。教师利用指示类数

学语言要求幼儿进行即时的数学活动，如果教师

只让幼儿进行简单、表面的活动，幼儿的数学潜

力将无从发掘，长期以往会造成幼儿数学思想的

懒惰性，甚至会延误幼儿的数学发展。

（4）领会类数学语言缺少启发性和针对性

教学是师幼互动、师幼交流的双向活动，教

师给予幼儿的回应对幼儿理解和建构数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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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关键作用［28］，其实质是对幼儿回答问题的一

种认可和激励，有利于培养幼儿对数学的探究

欲，提高幼儿参与数学活动的积极性。研究发

现，很多教师以复述幼儿的数学语言作为对幼儿

的回应和领会，表明教师领会类数学语言缺乏启

发性和针对性。

T：红色的苹果比黄色的苹果怎么样？

S：少1个。

T：对，少1个。

（复述幼儿的数学语言）

选自T4P1

T：双数想变成单数，有什么办法呢？

S：加上一个单数。

T：哦，原来双数加上一个单数就变成了单数。

（补充幼儿的数学语言）

选自T9P1

T：这个数是几？

S：7。

T：说错了吧，这个数不是7。

（纠正幼儿的数学语言）

选自T3P2

其一，科学合理的领会类数学语言绝不是以

复述幼儿的答案作为回应，此类方式简单笼统，缺

乏教育意义。教师所提供的数学信息以及提问的

方式是为了寻找自己内心所倾向的答案，因此幼

儿的回答在教师的意料之中，于是教师的领会类

数学语言充满随意和敷衍，随后便进入下一环节

的学习。其二，当幼儿数学语言表述不完整、不准

确、不严谨时，教师立即用领会类数学语言进行补

充说明，但教师没有对幼儿的数学语言提出要求，

以规范幼儿的数学语言。因此在大班数概念集体

教学中，尽管教师随时将幼儿的数学语言补充完

整，但班级幼儿数学语言表达能力仍原地踏步。

其三，教师纠正幼儿的数学语言多简单粗暴，如

“不对，重新分一分”“这个数不是7”“10不能分成

4和1”，此类领会类数学语言毫无启发性和针对

性，即没有为幼儿的困惑指点迷津，又可能会打击

幼儿数学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大班数概念集体教学教师数学语言使

用建议

1.优化提问类数学语言的策略

第一，提什么问题？首先，教师应提出具体

明确的问题［29］，比如教师提问“数字7可以代表什

么？”，幼儿回答“我觉得7长的像个镰刀”，出现这

种答非所问的现象原因在于教师的提问与幼儿

的理解产生了歧义，教师提出明确具体的问题是

有效提问的第一步。其次，提问的内容应处于幼

儿的最近发展区，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为幼儿提

供问题支架，幼儿顺着教师的提问一步步思考，

逐步解决问题。最后，提问应关注数学教学对幼

儿的实际意义，善于挖掘在同一情境、同一内容

中所蕴藏的不同的数学教育价值，在与幼儿的交

流中有意提高幼儿数学认知的宽度和广度。

第二，为什么提问？一是提问的目的性，提

问与教学目标相一致，与幼儿心理发展水平相一

致，与幼儿已有的数学知识建构相一致；二是提

问的启发性，李如密在《教学艺术论》中写到：“教

学是为了发展幼儿的思维能力，这要求语言应发

人深思，具有启发性”［30］251。因此教师的提问应启

发幼儿思考，认可和鼓励幼儿的每一次发现，帮

助幼儿掌握数学概念；三是提问的逻辑性，教师

提出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应是衔接有度，根据幼

儿的回应进行及时的扩展和调整，在问题中发展

幼儿的思维能力。

第三，如何提问？姚燕认为在数学问题中

开放性提问是最富有教育价值的一类［31］，它从

多种角度给予幼儿思考，让幼儿在思考、猜测、

交流和归纳的过程中掌握数学知识。而王燕

认为封闭性提问更加省时高效，教师可在短时

间内了解幼儿对数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发现问

题并及时补救，也有利于教师帮助幼儿复习和

巩固数学知识［32］。因此教师应利用开放型的

提问给予幼儿最大的思考空间；利用半开放型

提问把握教学节奏，推进教学进度；利用全封

闭型提问帮助幼儿复习巩固数学知识，通过三

种不同形式的提问类数学语言，引导幼儿不断

掌握数学知识。

2.优化信息类数学语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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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遵循阶梯式原则，符合幼儿的知识基

础。教师在信息类数学语言的讲述过程中应循

序渐进，在幼儿的最近发展区内逐步为幼儿提供

数学信息，比如在《首先有一个苹果》的学习中，

教师先讲述“树上有2只虫子，飞来了3只小鸟，

结果有1只小鸟没有虫子吃”，当幼儿理解“3比2

多1”之后，教师继续讲述“树上有3只小鸟，来了

4个猎人，3个猎人拿枪打到小鸟，有1个猎人没

有打到”，从而让幼儿理解“4比3多1”这一知识

点，教师利用小步子原则，达到教学目标。

第二，利用直观的辅助手段，注意语言的生

动形象性。在数概念集体教学中，教师必须利用

信息类数学语言将活动内容、活动材料、活动规

则等讲解清楚，这一阶段幼儿的注意力和兴趣尤

为重要。幼儿具有直观性的思维特点，教师利用

教学辅助手段，如图片、视频、玩偶、头饰等，再通

过生动形象的语气语调，更能激发幼儿参与活动

的愿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优化指示类数学语言的策略

第一，发出挑战性的指示，鼓励幼儿自主探

索。一方面教师应加强学具的使用，在幼儿能力

范围内发出具有挑战性的指示，鼓励幼儿自主操

作和独立思考，通过自身的操作和探索掌握数学

概念。另一方面教师应发挥语言的指导作用，当

幼儿遇到困难时教师适时指导，帮助幼儿提升数

学能力。

第二，引导幼儿数学语言的表达。语言是思

维的工具，思维用语言进行表达，语言又促进幼

儿认知的发展［33］13。数学语言的学习面临着幼儿

语言发展和思维发展的双重任务［34］，因此教师应

为幼儿创建对话和交流的学习环境，赋予幼儿自

主探究、对数学问题进行猜测推理并重组建构数

学知识的机会［35］。当幼儿数学语言表达不准确、

不完整或词不达意时，教师切不可代替幼儿表

达，应耐心地倾听，以了解幼儿数学语言和数学

知识的发展程度，在一日生活中、数学教学中着

重帮助幼儿数学语言的薄弱部分，鼓励幼儿表达

清晰完整的数学语言，将表达视为数学思想交流

的重要渠道［36］，在数学思维和数学语言的联结中

不断提升幼儿的数学素养。

4.优化领会类数学语言策略

第一，做好精心的设计与预设。备课是对教

学活动的精心设计，是知识的内化、具体化和教

学过程的预设，是对教学资源进行开发、整合和

利用的过程［37-38］。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幼儿发

展特点以及自身的教育经验等，在教学活动前预

设幼儿的反应并逐个考虑回应策略，那么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的回应将更加具有针对性。

第二，利用具体的激励性评价语言。在数学

活动中，我们经常听到教师夸奖幼儿都是“你真

棒”“回答正确”“你真厉害”“你真能干”等，此类

激励方式单一化、笼统化，长期以往便失去了激

励价值。当幼儿提出不同的答案时，我们可以说

“你真棒，你的答案跟别人的都不一样！”当幼儿

认真观察并发现教学中的小细节时，我们可以说

“你观察的太仔细了，真是个爱观察的好孩子！”

等，利用具体的激励性评价语言夸奖我们的孩

子，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喜欢学习，使教学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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