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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对数学题目的自我评估与改进
吕玉英

摘要　 自我评估是小学高年级学生理解数学问题的高阶层级。通过观察和分析小学生对数
学题目的自我评估与改进发现，小学生在模拟出题解题和自我评估的学习过程中，不仅可以
突破数学就是计算的迷思，而且不断提升对于数学问题的理解和表征能力，在考虑数学问题
情境之外还考虑数值关系，特别是关注可以合理解题的数值讯息及其关系，并最终达成透彻
理解数学题目的内容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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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高年级学生对于数学问题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原始知识、复制解法、
质疑解法、质疑与探究、观察与反思、形成公式、检验公式、自我评估等八个不同
层级。其中，自我评估既是学生对于数学问题的理解、转换和推论能力的反映，
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学生对于数学问题的深度学习水平，是学生理解数学问
题的高阶层级。为此，本文研究采用教学式面谈（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并结合学单
式文本形式，对两位小学生晋（为五年级学生化名）和蕾（为六年级学生化名）在
学习出题和解题过程中对数学问题理解的自我评估作质性研究，从而分析和阐
释小学生对数学出题与解题的自我评估与改进过程。由于本文篇幅所限，教学
过程记录和附录不能一一呈现，但这并不影响本研究的理解和交流。

一、在模拟出题中突破“数学就是计算”的迷思

晋和蕾一起阅读理解的数学解题文本材料，来自于七个小组同学对于同一
数学问题的不同解法。其中的题目是：小立今年１２岁，爸爸今年３６岁，请问几
年后爸爸的年龄会是小立年龄的２倍？

晋和蕾这两位学生在完成一系列阅读理解过程之后，开始学习模拟原题进
行自我出题和自我解题。这一学习情境的设置对于学生深化数学问题的理解意
义重大，同时也有助于研究更加充分地确认学生对于数学问题的理解层级。因
为我们知道，“学习者几乎不可能凭空获得可以促使他改变先有概念的一整套
因素，他总是需要一个情境来促进和保证这些新联系的建立。”［１］学生自我出
题、解题和自我评估、改进，正是为学生形成新的数学理解的具体情境。

蕾在草稿纸上尝试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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