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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阅读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项重要活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

展，阅读能力的培养不再仅仅是文科的专项内容。对于数学的学习大多数人认为

只要记住公式，定理。通过反复的练习，甚至题海战术，就能够把数学学好。社

会在不断地发展，课程标准也在不断地变化，对于数学的学习不再是传统意义上

的运算技能。学生只有具备数学阅读的能力，才能够从现实问题中抽象出数学问

题，进而用所学的数学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鉴于数学阅读的重要性，本

研究以学生的阅读能力水平检测及阅读能力的培养方法探索做为研究内容，以我

校初一年的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试题检测，实验对照等研究方

法，对学生进行阅读现状的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与试题检测的方式进行。通过数

据分析，找出学生阅读存在的问题，并对导致问题的原因进行总结。 

本研究以国际阅读素养进步研究所提出的阅读评估框架对阅读的试题进行

编制，再根据国外较为成熟的 Newman 数学文字题解题错误过程性分析框架对学

生的错误进行分析，找出学生的阅读障碍，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再结合平时

的教学实践，探索一套适合我校学生的数学阅读培养的方法，并通过实验前后的

二次检测比较，检测在研究中所寻找的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方法是不是有效的。 

本研究通过阅读评价对学生的阅读水平和阅读效果进行检测和检验。阅读习

惯对于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初一学生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有效阅读方法

的掌握，可以为以后的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数学阅读；初一学生；阅读现状；阅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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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ur lives,reading is very importan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ubject, the cultivation 

of reading ability is no longer just a special content of liberal arts. 

Most people think of mathematics, as long as the formula, theorem. Through 

repeated practice, and even sea tactics, you can learn math.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the study of mathematics is no longer the traditional 

computing skills. Only when students have the ability to read mathematics, 

they can abstract mathematical problems from the life problems, and then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choose suitable maths method. In 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mathematics reading, training method based on the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and reading ability to detect the level of exploration 

as the research content, in my first yea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s the 

main object of study,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test detection, 

experimental control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investigated the present 

reading situation of students. Using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and 

examination. Through data analysis, discover the problems in students' 

reading process, and try to figure out the root of them. 

In this study, the international reading test reading assessment 

framework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reading literacy are compiled 

according to the Newman analysis on the foreign mature students' 

mathematical word problem solving process error analysis frame error of 

students, find the students with reading disabilities,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research. Combined with the usual teaching practice, to 

explore a set of suitable for my school students mathematics reading 

training methods, and through the two test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the reading ability for detection method in the study of the students is 

not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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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tudy, the students' reading level and reading effect are 

measured and tested. Reading habit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learning, 

the first year in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o develop good reading habits, 

effective reading methods to grasp,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future 

learning. 

 

Key words: mathematics reading; junior students; reading status; reading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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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阅读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是我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之一。随着现代信

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如翻转课堂式教学，学生需在课后完成自主学习。这对学生

的阅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数学的阅读长期被人们所忽略。要想获得全

面的知识，学生仅仅具有文科阅读能力是远远不够。阅读能力的培养不再仅仅是

文科的专项内容。因此，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越来越迫在眉睫。 

大多数人对于数学的学习都是认为只要记住公式，定理。通过反复的练习，

甚至题海战术，就能够把数学学好。笔者在这几年的教学中发现，学生数学成绩

不理想，已经不仅仅是公式，定理不会，或者粗心丢分，而在学生的数学学习中

存在着一个很致命的问题是：题目看不懂。特别是在近几年的中考中，应用题，

新定义的题目的分值均占一定的比重，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考查学生的数学

阅读理解能力。厦门市教科院的教研员曾对中考应用题得分进行统计，发现有

40%的学生应用题是得 0分的。笔者曾经参与 2014年的中考数学改卷，该年的应

用题考查的是一道以世界杯小组出线做为背景的题目，在改卷的时候我们意识

到，大部分的学生对于题目中的字眼：单循环，有且只有两个队出线，至少要几

分才能保证一定出线无法理解，本题满分 7 分，最终全市的均分只有 0.977分。

可见，在当前的数学学习中，数学的阅读理解能力差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很严峻

的问题。课标指出：学生能够从现实生活或具体情境中抽象出数学问题，教师应

提供适当的数学阅读材料给学生阅读，如：数学发展史，数学故事，数学知识探

索等。①社会在不断地发展，课程标准也在不断地变化，对于数学的学习不再是

传统意义上的运算技能。学生只有具备数学阅读的能力，才能够从生活问题中抽

象出数学问题，进而用所学的数学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厦门市中考数学

从 2010 年开始出现了新题型：材料阅读题。它可能是提供一个新的定义，或者

一个数学问题的解答，让学生阅读后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类似的问题。随着 2017

全面省考的开始，这种试题在试卷中出现的比例将越来越大，如果学生不具有一

定的数学阅读能力，是很难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①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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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数学书不断在进行改编，以前的书中只有公式定理和习题，而现在

每个章节的后面都有一块数学小知识的阅读部分，部分章节后面还有课题学习的

材料，这些知识都是与数学阅读密切相关的。不仅如此，这些阅读的内容还频繁

出现在市，区各类统考卷中。 

在小学的数学学习中，由于知识比较简单，再加上小学生的认知水平还比较

低，因此很少有小学老师会在课堂上进行数学阅读方法的指导，可以说学生从小

学升入初中，大部分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是存在严重缺失的，在初中学习和中考

中我们可以发现多数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达不到考试大纲的要求，学生只要看到

文字稍多的题目就开始望题怯步，更不用说完整地将题目解出，从而导致成绩下

滑，慢慢失去了学习数学的兴趣和信心。阅读习惯对于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初一学生有效阅读方法的掌握，可以为以后的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 

（二）研究意义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会阅读是学习的必备技能，一个学生如果没有阅读的能

力，就不能自主地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就是一个隐形的差生。学生只有加强

阅读理解能力，才能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在课堂上老师所教的知识终究是有限

的，课本的知识也仅仅是众多数学知识的冰山一角。数学的知识与文科的知识相

比，更多地需要学生边看边理解。如果学生本身不具有数学理解的能力，是很难

做到自主一直到终身学习的。在自学的过程中，他们会遇到一个个新的问题，这

就需要他们具有不断地观察，比较，分析题目的条件，综合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

来重新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的能力。 

由于数学语言的抽象性，就决定了其阅读的方式与文科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数学的语言我们一般分为三种：图形语言，文字语言，符号语言。由于数学语言

较强的逻辑性，数学当中的性质，定理的每一个字都是做到精练，多一个字少一

个字都不行。因此学生在进行数学阅读时，不能像文科阅读那样取其重点，基本

上要做到字字句句理解，而图形语言，符号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数学信息就更为抽

象，对学生的数学理解能力要求就更高了。 

大家都熟知的 PISA 测试是一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举办的对学生综合

能力进行评估的国际测试。PISA 测试主要是考查学生的社会技能和社会知识储

备。试题包含数学，阅读，科学三个方面能力的考查，足以看出在国际的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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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学阅读能力的要求是不低的。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不段涌现出一些新的

上课模式，翻转课堂，微课，幕课在走进我们的身边，很多的知识需要我们自己

去学习，去阅读。 

本研究通过数学阅读检测能够及时了解学生数学阅读能力的现有水平。检测

主要是针对初一年的学生，由于他们刚从小学升入初中我们对于他们的学习情况

还不是很熟悉。试题检测具有客观性，我们能够比较清楚每个学生现在的一个阅

读水平。整个海沧去共有 7所中学，我们学校的入学成绩在海沧位于中间水平，

因此以我校初一年的学生为代表进行检测，也能够反映出海沧区初一年的学生目

前数学阅读能力的情况。 

对于初一年的学生，专心阅读，每天阅读好的阅读习惯的养成，边阅读边思

考，边阅读边记录等有效的阅读方法的掌握，对于初中三年的学习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因此，对初一学生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是很有必要的。此外，有了检测

这个有效的依据，我们就很清楚每一个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的缺陷在哪里，今后

的教学中我们能够够好地进行因材施教，检测的结果可以直接用到教学中，具有

很强的实际意义。 

（三）文献综述 

1．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对数学阅读及其能力培养的关注始于始于 20 世纪末，北大数学系教

授邵光华发表的一篇关于数学阅读的文章。①国内研究大多数都是从教学实践方

面进行，理论上的研究较少，比较成熟的有林福来和杨凯林在几何教学实践中提

出了几何证明的阅读理解（RCGP）模型。该模型用于测试学生对几何证明相关知

识的理解。可以说这个模型对于数学阅读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意义。国内研

究主要根据从事的领域从心理学和数学教学这两个角度对数学阅读进行研究。 

（1）心理学主要是从元认知的角度来研究。即在阅读的过程中如何对信息提

取，加工处理，建构内化为自己的认知，涉及阅读的方法，阅读的内容，阅读受

哪些因素的影响。杜晓新采用了实验的方法研究认知与元认知对数学阅读的影

响。在实验中得出了如果一个人具有较高的阅读水平，其在阅读过程中就能做好

                             
①
邵光华.数学阅读-现代数学教育下不容忽视的课题[J].数学通报,1999,(1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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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监控，选择有效的阅读方法，即元认知因素在阅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①张

必隐用社会的视角研究了阅读心理学的发展，形成一套系统性的科学理论。他将

研究成果写入阅读心理学一书中。②现代阅读心理学又对阅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我们在阅读时能够确定目标，并在阅读的过程中关注自己的心理变化，根据

阅读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心理情绪，最后对自己的阅读效果进行评价。以上理论

称为元阅读。③多数文献对数学阅读的含义进行了解释，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以下

几种： 

            

表 1-1  心理学角度对数学阅读含义解释的典型代表 

代表人物 年份 对数学阅读的理解 

喻平 2004 数学阅读的心理过程包括内化理解推理与反省 4个阶段。④ 

辛自强 2004 
   数学阅读要能够理解词汇和符号，掌握数学的“语法结

构”最终能够建构自己的问题模型。⑤ 

厉小康 2004 
数学阅读是在对数学材料分析基础上进行知识重构，

并且以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为依托。⑥ 

李兴贵 2004 
数学阅读就是看数学材料，经历产生，发展，演绎，

形成的过程，从而理解数学知识，数学方法。⑦ 

弓爱芳 2006 
数学阅读是一种从书面数学语言获得意义的心理活动

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学习策略。⑧ 

杨红萍 2010 
数学阅读是从阅读材料中提取有价值信息的认知心理

过程。⑨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以上的这些含义可以归结为：数学阅读是一个过程，以书面材料为依托，

提取信息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心理认知的过程。即对数学知识的同化和顺应的

                             
①
杜晓新.阅读中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相关研究及实验研究[J].心理科学,1997,(2):166-167. 

②
张必隐.阅读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③
周贤.中学生数学阅读研究[D].湖南师苑大学,2006. 

④
喻平.数学心理学[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 

⑤
辛自强.数学中的阅读理解[J].教育科学研究,2004,(9);49-51 

⑥
厉小康.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研究数学[J].教育学报,2004,(13):89-92. 

⑦
李兴贵.新课程数学阅读教学新论[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⑧
弓爱芳.数学阅读及数学阅读能力培养的研究[D].华中师苑大学,2006． 

⑨
杨红萍.数学阅读及其教学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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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认知过程，并且阅读的过程中离不开思考，推理。 

还有一些文献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数学阅读进行了分类： 

根据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方式可以分为主动阅读和被动阅读。主动式阅读是靠

对阅读材料积极主动思考理解，也包括对知识的再创造的阅读。被动式阅读主要

是依靠老师被动接受信息的阅读。根据学生阅读后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可以分为机

械接受式，直接理解式，指导发现式，独立研究式。这几个层次是层层递进的 

对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多数学生仅停留于前两个层面。 

(2)而在数学教学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遵循一个框架，先分析当前学生数学阅

读能力的现状，再根据现状寻找出培养数学阅读的方法。 

①笔者翻阅了一些文献，总结出数学阅读的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较少开展阅读教学：大部分的老师都知道数学阅读的重要性，但课堂 45 分

钟的时间毕竟有限，再加上中考压力，目前数学课堂不管是以哪种模式上课都是

以题为主，系统的数学阅读课几乎是没有的，而且阅读能力的提升不是一天两天，

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才有效果，再加上阅读理解题目的难度也比较大，讲

解时花的时间多，能够掌握的学生却较少，因此在长期的教学中数学阅读能力的

培养几乎是空白的。 

阅读兴趣小：与文科阅读相比，数学阅读显得较为枯燥，没有那么多生动的

情节。而且对于专注力要求更高，只能通读，不能泛读。数学书在学生的认识当

中就是一个范例，一个知识，定理的呈现，除了预习之外，几乎没有学生会去阅

读数学书，课外的阅读更是少之又少。 

缺乏阅读的方法：学生不管是在做题，还是考试的时候，当看到文字稍多的

题目，他们都会不自觉地望题生畏，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做应用题上面，学生往

往不懂得在文字当中抽象出数学模型，不懂得去分析量与量之间的关系。 

影响阅读的因素：影响阅读的因素主要有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智力因素即：

学生对于数学知识学习的扎实程度，以及学生的知识储备，生活经验都直接导致

阅读能力的差异。还有学生的理解能力，是否能够理解举一反三，挖掘材料中的

主要信息。非智力因素只要指阅读的习惯和态度。有的学生缺乏耐心，看题目难

以静下心来，遇到问题不愿意思考，对老师依赖性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学生的数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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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调查完现状之后，不少学者一线教师开始对数学阅读的方法进行了研

究，有的从教材编写入手，有的从教学方法程序化入手，有的是从不同的课型入

手，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表 1-2  具有代表性的数学阅读方法 

代表人物 年份 提出数学阅读的方法 

吕传汉 1990 根据数学阅读与文科阅读的差异，把阅读过程程

序化，首先粗读，再精读，最后复读三个阶段。① 

邵光华 1998 确定阅读的时机，设置阅读的问题，及时反馈，

讲解阅读结合。② 

许世红 2001 根据不同的课型特点提出了课前预习-课堂讲解-

深入阅读-讨论交流-练习巩固的阅读方法。③ 

叶顺富 2010 以‘疑’导读，以‘动’带读，以‘议’促读，

以‘比’引读。④ 

幸世强 2015 用五步教学法进行数学概念，公式，例题的教学。⑤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以上的数学阅读方法对我们的教学很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值得我们学习和借

鉴，并用到我们的教学中来。 

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的研究相对于国内，他们的研究更为成熟，他们有更多的理论基础做为

依托。国外的研究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 

澳大利亚的研究主要是在数学试题检测方面。1977 年澳大利亚学者 Newman

对学生的数学解题错误进行归因和分类，发现很多错误都是由于阅读错误造成

的。⑥Newman的研究成果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将

                             
①
吕传汉.数学的学习方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②
邵光华.数学阅读-现代数学教育下不容忽视的课题[J].数学通报,1999,(10):16-18. 

③
许世红.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实验与思考[J].数学教育学报,2001,(1):82-84. 

④
叶顺富.让数学阅读与我们同行——浅析数学教学中的阅读[J].中国科技信息,2010,(14):256-257. 

⑤
幸世强.中学数学阅读教学实验研究[J].教育科学论坛,2015,(6):13-18. 

⑥
 Newman, M. A. (1977a). An analysis of sixth-grade pupils' errors on written  mathematical 

tasks[M]. Melbourne: Swinburne College Press.1977(2): 26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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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man 的理论框架运用到阅读教学中，其中在 1990 年马来西亚研究者 Marinas

和他的同伴应用该理论框架对学生的解题错误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学生的解

题错误多是由于阅读障碍导致。①到了 2006 年，又有泰国的研究者 Prakitipong

和 Nakamura 测试了该国小学五年级学生解决数学材料题的能力，在错误分析时

同样使用了这个框架，发现错误的原因同样是由于对题意不理解。② 

日本的阅读研究主要在教材编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公文式教学。这是 

一个高中教师自编辅导的书籍。这本书籍是根据学生学习规律编写而成的阅读材 

料。这种阅读材料以问题的形式编写，这些问题对学生的阅读起到辅助的作用， 

问题的设置由易到难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边阅读边思考，同时考虑了学生的认

知和能力方面的因素，学生可以自主进行阅读学习。③ 

美国的研究主要在教学实践方面。20世纪 15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纳金提出

了用程序教学来培养阅读能力。随后，他进行了大量实验，并编写了相关调查。

为了提高人类的阅读水平，养成好的阅读习惯，在他的努力下国际上成立了阅读

协会。④ 

法国和英国在对数学阅读的研究中有相似的地方，都是重视教育理念。在很

早的时候，英国的教学大纲就写到要重视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法国的教学大纲

也同样提出了教师的授课的同时应着重培养学生对课本的理解。这两个国家对阅

读的研究还体现在教材的编写上。英国编写了很多简单易懂的材料供学生阅读。

法国的教材比较注重用具体的实例来帮助学生降低数学阅读的难度，使其能够更

好的对数学概念的理解。相应的知识，概念不是直接呈现在课本中，而是以生活

实例的方式给出，让学生多角度对某个概念进行感知，对某个问题进行分析，这

种学习的方式可以加深学生对数学概念和知识的理解。⑤ 

3.总结及现有研究的不足 

总的来说，国内外对阅读的研究从心理学的角度居多，也有人依托数学语言

                             
①
Marinas, B.&Clements, M. A. (1990).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A prerequisite to problem solving 

in mathematics[J].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13 (1):14-20. 
②
 Prakitipong, N.&Nakamura, S. (2006). Analysis of Mathematics Performance  of Grade Five 

Students in Thailand Using Newman Procedur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9（1):111-122. 
③
焦勤.”数学阅读”指导的实践研究一－以初中数学教学为例[D].上海师范大学,2013. 

④
弓爱芳.数学阅读及数学阅读能力培养的研究[D].华中师苑大学,2006. 

⑤
阎萍.农村初中生有效数学阅读的调查与研究[D].陕西师苑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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