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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美术”：以美术之形 展数学之美

小学数学与美术跨学科主题学习案例《玩转轴对称，欣赏数学美》

周海燕
山东省荣成第二实验小学 山东 威海 264300

摘� 要：《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在主题活动中，学生将面对现实的背景，从数学的角度发现并提出
问题，综合利用数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分析并解决问题”。为了充分落实新课标的要求，丰富跨学科综合实

践课程内容，笔者结合轴对称知识，设计了“玩转轴对称，欣赏数学美”跨学科主题活动，并从课程整体设计、课程

具体实施程、课程设计特色三个方面探讨了小学数学“数学+美术”跨学科主题学习教学。
关键词：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主题活动；新课标理念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提出:“原则
上，各门课程用不少于10% 的课时设计跨学科主题学
习。”《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在主题活动
中，学生将面对现实的背景，从数学的角度发现并提出

问题，综合利用数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分析并

解决问题”。作为数学教师，有义务夯实学科教学的基

础上主动跨界，观照学生的完整生活。本文以《玩转轴

对称，欣赏数学美》为例，浅谈小学“数学+美术”跨学
科主题学习的案例开发与实践研究。

1 课程整体设计

对称图形作为“图形与几何”领域的教学内容，除

了让学生掌握轴对称图形的相关知识目标、技能目标

外，还要关注学生空间观念与空间想象能力等数学素养

的培养。皮亚杰认为：空间观念的形成不像拍照，要想

建立空间观念，必须有动手做的过程。同时，轴对称图

形具有对称美。轴对称图形的探究和应用，这个“做”

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且以美术的视角引

导学生观察、想象、分析和设计，是数学与美术、科学

等学科的渗透融合。

“玩转轴对称，欣赏数学美”主题活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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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我们设计“ 玩转轴对称，欣赏数学美” 的

跨学科主题课程。以跨学科教学理念为指导，把数学思

维的培养放在首位，努力在数学学科内将轴对称知识进

行整合的同时，吸纳科学、美术相关学科的内容，打破

学科壁垒，提出学生感兴趣的真实问题，驱动学生运用

所学知识，化所学为所用，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应用

意识、实践能力、社会担当等综合品质，最终达到育人

目的。*
这一学习主题内涵丰厚、内容丰富，教师应对活动

项目、活动目标和活动内容做好规划。为此，我们安排

这样5个课时的活动：第一课时“欣赏轴对称”发现生
活中的轴对称现象和轴对称图形；第二课时“探索轴对

称之一”，掌握轴对称的概念和性质；第三课时“探索

轴对称之二”，绘制轴对称图形；第四课时“创造轴对

称之剪雪花” ,在剪雪花的活动中，加深对轴对称的理
解；第五课时“创造轴对称之设计奖章”，结合书香特

色，利用轴对称知识为学校读书节设计“读书小名士奖

章”。学生在真实的活动中，感受轴对称之美，了解中

华传统文化，体会数学的价值，提升核心素养。具体如

表1。
主题活动目标：引导学生发现现实世界的轴对称现

象，欣赏轴对称之美，学会用数学的眼光看世界；学生

经历动手合作探索轴对称的性质，并融入美学元素进行

简单的图案设计，促进学生空间观念、几何直观、美术

表现等核心素养提升；学生融合美术元素、科学等学科

知识，以整体视野，在生活中创造轴对称之美，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应用意识，提升创新素养。

学情分析：此次课程内容涉及对称、凝华、空间观

念、几何观念等知识建议在四年级下学期开展此项活动。

主要关联学科：数学、美术、科学、语文、道德与

法治。

2 课程具体实施

2.1  活动一：欣赏轴对称之美
（1）活动目标：通过发现现实世界的轴对称现象，

搜集轴对称图形，学会用数学的眼光看世界。

（2）活动任务：①学生在课外走进生活，发现轴对
称现象，搜集轴对称图形，以图片等形式记录。②制作

PPT，全班交流搜集结果，分享轴对称之美，初步认识轴
对称图形。

（3）活动指导：①提示学生可通过旅游周边景点、
生活各种用品、网上查资料等方式收集信息；②家长可

作者简介：周海燕（1974～），女，汉族，山东人，
大学，中小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小学数学教学。

适当指导学生制作PPT。
（4）活动评价：参照评价表，根据学生搜集资料的

深度和广度、参与态度、参与程度、展示成果四个方面

进行自评和他评。

（5）设计意图：在活动中，将学习场域从课内拓展
到课外、网络等空间，学生在了解轴对称的现象中，热

爱生活，学会用数学的眼光看世界。

2.2  活动二：探索轴对称之美
（1）活动目标：①在真实情境中，学生合作探索轴

对称图形的性质， 练习判断技巧，加深概念的理解，发

展空间想象力和空间观念。②学生经历小组合作，掌握

根据对称轴补全轴对称图形的方法；③学生运用轴对称

的知识，融入美学元素,进行简单的图案设计，丰富对轴
对称图形的认识，初步形成跨学科的应用意识。

（2）活动任务：①出示不同形状的图片，请根据已
有的经验判断哪些是对称的，哪些是不对称的？有什么

办法来验证自己的想法？②找一找，画一画，借助对称

图形的特征，探索补全轴对称图形，交流思路和验证方

法。③把一张纸连续对折三次，利用轴对称的知识，融

入美学元素,剪出漂亮的轴对称图形。
（3）活动指导：数学老师指导探索对称轴的性质，

美术老师指导设计对称轴图案。

（4）活动评价：根据学生参入的态度和参入程度，
设计成果进行小组自评和教师评价。

（5）设计意图：培养学生从整体的视觉，探究本
质，将数学知识和美术融合，实现知识的深度理解。

2.3  活动三：创造轴对称
（1）活动目标：①通过真实情境，运用科学知识解

释雪花形成的原因；②观察雪花的轴对称结构，感悟雪

花蕴含的科学知识和数学概念，树立科学观念、养成态

度责任；③运用数学和美术的知识，小组合作探索设

计、剪裁雪花，提升审美情趣，发展空间观念和生态意

识。④欣赏“轴对称图形”的平衡之美，感受数学的价

值，树立正确的数学视野。⑤经历设计“读书小名士奖

章”活动，运用轴对称图形的知识进行再创造，提升创

新素养。

（2）活动任务：①欣赏“天鹅樱花湖沐雪之恋”，
你有哪些感想?针对这些感想，你能提出哪些科学问题？
欣赏雪花形成原因视频，请用科学知识解释雪花形成的

原因。②欣赏显微镜下雪花的结构，你能说出雪花形状

特点？请在雪花图上找出6条对称轴。③小组分工合作，
动手折一折“剪纸雪花模型”，看一看，雪花需要几步

才能制作做出来？小组交流探索剪雪花的方案。你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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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哪些方法？你遇到哪些疑惑，通过什么方法解决？小

组分工合作实践体验剪雪花。小组成果展示，交流并评

价。④欣赏山东剪纸和荣成渔家剪纸文化。⑤结合书香

特色，利用轴对称知识为学校读书节设计“读书小名士

奖章”；总结本次跨学科主题活动收获。

（3）活动指导：①创设情境，为什么每年来咱们荣
成旅游的人特别多呢？学生欣赏视频，此时此刻，你想

说什么?引导学生诗情画意话雪花，提出科学问题，然
后引导学生猜测雪的形成原因，欣赏视频，进一步认识

雪的形成。②欣赏显微镜下雪花的构造，引导学生用数

学的眼光观察，发现数学知识：雪花是轴对称图形，有

六个对称轴。师进一步引导，轴对称图形有什么特点？

让学生找出雪花每片花瓣的对称轴，进一步体会轴对称

图形的特点。③引导学生，折一折，看一看，慧眼如

炬——赏雪花，探究雪花需要几步才能制作出来？小组

交流猜测到“折”“画”“剪”的方法。引导学生演示

“折”的方法，从而体会“对称”的特点；引导学生观

察“画”的花纹层数，和线条，改变主轴的图案，体会

“创意”的特点；学生示范“剪”的方法，通过正确和

错误两种图案对比，解决剪雪花的要点，图案要画对，

从而体会“细心”。④指导学生，心灵手巧“剪”雪

花；奇思妙想展雪花。每个小组介绍作品的名称和特

色；引导学生做小传承人，利用所学知识，课后创作与

众不同的脸谱。

（4）活动评价： 根据学生学习精神，作品色彩、美
观、对称、完美,图案绘制是否有创意,材料选择有新意，
进行小组自评和他评。

（5）设计意图：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解决问题，活
动从课内到课外，将数学和美术等各种教育有机结合，

培养学生创新素养，促进学生综合发展。

3 课程设计特色

3.1  依托特色，融入传统文化，创设问题情境
课标指出：“可以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与

学生密切相关的校园生活、社会生活设计课程内容，以

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

依托地域特色：荣成樱花湖天鹅沐雪之恋。它不仅

是荣成的一张闪亮名片，背后还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价值

与数学学科素材，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校园特色:第二实验小学是书香特色学校，将数学
知识融入书香特色中，学生在文化熏陶中感受数学内在

美和无穷魅力，寓数于读，启智明理；强化数学与生活

实际的联系，弱化学科之间的边界，让学科的视野更宏

阔，让文化的底蕴更深厚。

传统文化：“山东和荣成渔家剪纸”、国粹 “脸

谱”。剪纸和脸谱艺术融入数学教学，学生欣赏数学

美，感受数学知识在民间艺术中的运用，树立正确的数

学视野，深化学生的跨学科素养。

3.2  立足数学学科与真实问题，开展主题活动
新课标提出：“在主题活动中，学生将面对现实的

背景，从数学的角度发现并提出问题，综合利用数学和

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分析并解决问题。”

基于新课标的要求，我把数学思维的培养放在首

位，努力在数学学科内将轴对称知识进行整合的同时，

吸纳科学、美术相关学科的内容，打破学科壁垒，提出

学生感兴趣的真实问题，驱动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化所

学为所用，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与应用意识、实践能

力、社会担当等综合品质，最终达到育人目的。

3.3  落实“综合+实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新课标坚持创新导向，强调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

性，推动育人方式变革，着力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数学+美术”跨学科主题学习以数学学科立场，通过主
题拓展，关联 语文、科学、美术等学科知识，以整体的

视角探索知识，实现知识的深度理解。另外，主题活动

灵活多样，既有学生的课外调查，也有学生课内的探究

设计，课后的实践。课程不仅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而且

以美术的视角引导学生观察、想象、分析和设计，是数

学与美术、科学等学科的渗透融合。

3.4  “创新+美术”，改变教与学的方式，培养创新
素养

课程以主题活动形式学习数学知识，改变了教与学

的方式。通过活动任务引领学生自主探索，知识迁移、

综合运用方法，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注重创新实

践。学生在实践中激发兴趣，主动学习、开辟了获取知

识的新途径，有效地培养学生创新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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