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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研究》课程考核说明 

一、有关说明 

1.考核对象 

国家开放大学开放教育本科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 

2.启用时间 

2023年春季学期。 

3.考核目标 

通过考核，使学生系统地获得小学数学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懂得数学教育的特殊规律，

并能运用这些理论指导小学数学教学实践。 

4.考核依据 

本课程考核说明是依据国家开放大学《小学数学教学研究课程教学大纲》、文字教材《小学数学

教学研究》（程小红主编, 赵世恩副主编.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1 月）制定。本课程考核

说明是课程考核命题的基本依据。 

5.考核方式及计分方法 

本课程考核采用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考核占课程综合成绩的 50%，

终结性考试占课程综合成绩的 50%。课程考核成绩统一采用百分制，即形成性考核、终结性考试、

课程综合成绩均采用百分制。终结性考试成绩和课程综合成绩均达到 60分及以上（双及格），方可

获得本课程相应学分。 

二、形成性考核相关要求 

（一）考核目的 

形成性考核包括四次阶段性学习测验，侧重考核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实践应用能力。

分部教师和辅导教师共同实现教学过程的引导、指导和管理。 

（二）考核方式 

形成性考核为基于网络课程的在线考核，共四次形考任务，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

简答题、论述题、实践题和案例分析题。四次形考任务均在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平台小学数学教学

研究网络课程完成，客观题由计算机自动评阅成绩，主观题由任课教师评阅，总分 100分，占综合

成绩 50%。 

（三）形成性考核任务的形式及计分方法 

形成性考核任务列表 

序次 章节 形式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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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3 章 阶段性学习测验 第 3 周 第 7 周末 25% 

2 第 4-5 章 阶段性学习测验 第 7 周 第 10 周末 25% 

3 第 6-8 章 阶段性学习测验 第 10 周 第 14 周末 25% 

4 第 9-10 章 阶段性学习测验 第 14 周 第 17 周末 25% 

每次形考任务按照百分制计分，所得分数乘以对应的权重，相加的和为课程的形成性考核成绩。 

三、终结性考试相关要求 

（一）考试方式 

终结性考试的考核方式为学生提交大作业。大作业为开放性考试，内容为教学设计，总分 100

分。 

终结性考试的大作业由总部命题，由分部组织考试。学生通过自主查阅相关资料，完成大作业

撰写，并于分部要求提交的截止日期前提交至学习网。 

（二）考试目的 

终结性考试检测学生综合运用本课程所学知识分析与解决小学数学教学中实际问题的能力；检

测学生对文字教材中应用性知识的深化与拓展能力。 

（三）完成时间 

大作业提交的时间详见各分部每学期的考试安排。各分部自行发布，并组织学生完成大作业撰

写，于期末考试结束前完成并提交大作业。 

（四）终结性考试要求及评价标准 

1.考试要求 

请选择所在地区正在使用的小学数学教材中任一课时内容，结合本课程所学撰写一份教学设

计，要求包括前期分析、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方案设计、教学方案的评价设计四部分。 

2.评分标准： 

维度 具体要求 权重（%） 

规范性 

教学设计能提供的基本信息至少包括：单元名称；课程名称；适

用年级；课时；日期；教材等。 
10 

25 教学设计正文内容包括前期分析（教材分析、学情分析）；教学

目标；教学方案（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课堂活动）；教学方案
的评价。 

15 

合理性 

前期分析：教材、学情等分析规范、合理，教材分析能体现课程

标准、整体把握教材结构、从学生视角分析、把握教学重难点；

学情分析能体现学生认知基础、认知特点、兴趣与动机。 

15 

60 
目标设计：源于前期分析；书写规范、清晰、完整、适切。 15 

教学方案：环节清晰，时间分配合理，活动描述具体，能围绕教

学目标，有利于引导学生主体参与，有于对学生数学思维品质培
养。 

15 

评价设计：评价任务描述规范，与目标匹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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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 主题的挖掘有创意，实施与评价设计有新意。 15 

四、课程考核的相关内容 

课程的考核要求分为了解、理解和掌握三个层次。 

了解：要求学生能明白有关概念、结论和方法，能正确判别、说出其要点。 

理解：要求学生能正确理解有关概念、结论、算法和方法的含义，并且能进行一定的逻辑推理

与数学证明。 

掌握：要求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能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以上三个层次的考试水平要求是递进关系，前一个层次是后一个层次的基础，较高一个层次包

括前面较低层次的要求。 

各章的考核内容和要求如下： 

 

第一章  小学数学课程标准解析 

（一）考核内容 

小学数学课程性质、理念和目标； 

十个核心概念解读； 

小学数学课程的内容标准。 

（二）考核要求 

1.了解小学数学的课程性质、理念和目标； 

2.了解小学数学课程的内容标准； 

3.理解十个核心概念的意义。 

第二章  小学数学学习基本理论 

（一）考核内容 

小学数学学习过程概述； 

小学生数学学习的认知特点； 

小学生数学能力的发展。 

（二）考核要求 

1.了解小学数学学习的含义、分类； 

2.了解小学生数学学习的一般过程； 

3.掌握小学生数学学习的基本特点； 

4.掌握小学生数学能力发展的规律。 

第三章  小学数学教学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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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核内容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原则；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与方法；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结构与类型；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设计与组织。 

（二）考核要求 

1.了解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结构与类型； 

2.了解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设计与组织； 

3.了解小学数学课堂的教学原则； 

4.掌握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过程与方法。 

第四章  小学数学教学设计 

（一）考核内容 

小学数学教学设计概述； 

小学数学教学设计的前期分析； 

小学数学教学目标的设计； 

小学数学教学方案的设计； 

小学数学说课。 

（二）考核要求 

1.了解小学数学教学设计的含义和性质； 

2.了解小学数学教学设计的基本过程； 

3.掌握小学数学教学设计做前期分析的策略，掌握小学数学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方案设计

的步骤，能够对给定的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教学设计； 

4.了解说课类型，掌握说课技能。 

第五章  小学数学教学评价 

（一）考核内容 

小学数学教学评价概述；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评价。 

（二）考核要求 

1.了解小学数学教学评价的内涵，了解评价的发展趋势； 

2.了解小学数学教学评价的功能； 

3.掌握小学数学教学评价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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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数与代数的教学 

（一）考核内容 

数与代数内容概述； 

数的认识教学分析； 

数的运算教学分析； 

代数内容的教学分析。 

（二）考核要求 

1.了解数与代数的地位和教育价值，知道数与代数的内容目标，知道数与代数的主线和编

排结构； 

2.理解数与代数核心内容的涵义； 

3.了解学生学习数与代数知识的主要特点； 

4.掌握数与代数内容常用的教学方法。  

第七章  图形与几何的教学  

（一）考核内容 

 几何与图形内容概述； 

图形测量的教学； 

图形认识的教学； 

图形与位置的教学； 

图形与变换的教学。 

（二）考核要求 

1.了解几何与图形的地位和教育价值，知道几何与图形的内容目标，知道几何与图形的编排

主线和结构；  

2.理解几何与图形中的核心概念的内涵； 

3.了解学生学习几何与图形的认知特点； 

4.掌握几何与图形各部分内容的教学方法。 

第八章  统计与概率的教学 

（一）考核内容 

统计与概率内容概述； 

统计的教学； 

概率的教学。 

（二）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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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统计与概率的地位和教育价值，知道统计与概率的编排主线和结构。 

2.理解统计与概率的核心概念的内涵； 

3.了解学生学习统计与概率的认知特点； 

4.掌握统计与概率的教学方法。 

第九章  综合与实践活动教学 

（一）考核内容 

综合与实践活动的地位和教育价值； 

综合与实践活动的形式； 

学生综合与实践活动学习的难点； 

综合与实践活动的教学策略。 

（二）考核要求 

1.了解综合与实践活动的地位和教育价值； 

2.了解综合与实践活动的类型和特点； 

3.掌握综合与实践活动的教学策略，并能依据活动内容、活动方式选择有效的教学策略。 

第十章  小学数学专题教学 

（一）考核内容 

问题解决的教学； 

数学文化的教学； 

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 

（二）考核要求 

1.了解问题解决的教学价值，知道问题解决教学的过程，掌握问题解决教学的策略； 

2.了解数学文化的教学价值，知道教材中蕴含的数学文化，掌握数学文化教学的策略； 

3.了解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价值，知道教材中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掌握数学思想方法教

学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