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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预学是学生自主学习的环节，需根据各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有意识地激发和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逐步实现其“主体”地位。
预学应立足于教材，但教材的知识讲解限于篇幅，不可能十分充分，因此，只有予以必要的启发和指
导，才能确保学生自主预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预学阶段还处于学步阶段，主要是引导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每课时的基础知识及其形成过程，并运用
基础知识（重点知识）解决一些较为简单的问题。
预学作为教学案或导学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温故知新和衔接课堂的重要特征，应逐步地承担传统
课堂教学中的部分讲解功能，为实现高效课堂奠定基础，预学具有学生自主学习的特点，应力求使学
生易于接受、乐于接受。
因此，在体例设计、语言表述、版面格式等方面均注意切合学生的年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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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回顾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所谓“文明”时期其实是很短暂的。
迄今为止，人类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蒙昧”状态下度过的，人类祖先凭借大脑的进化在残酷的生存
斗争中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并逐渐提高了人类在自然界中所处的地位，其漫长的生存活动是我们今
天数学、科学和技术的起点。
作为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虽数学的特有灵性和神秘感使之远离芸芸众生，但数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
实践、生活需要和创造性劳动。
正是实用、科学、关学和哲学等诸多因素，共同促进了数学的形成和发展。
美学和哲学因素决定性地塑造了数学的特征，而数学家登上纯思维巅峰则借助于社会力量的推动。
　　古非洲的尼罗河、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中南亚的印度河和恒河及东亚的黄河和长江
，都是数学的发源地。
先辈们从控制洪水和灌溉，测量田地面积、计算仓库容积、推算适合农业生产的历法及相关计算、产
品交换等长期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渐形成了相应的数学知识。
　　据考证，远在15000年前人类就已经能相当逼真地描绘出人和动物的形象，这是最早的图形意识。
后逐渐认识了圆和线段，逐渐衍生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记数方法，即石子记数、结绳记数和刻痕记数
（土坯、木头、石块或兽骨上）。
　　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记载：当奥德修斯刺瞎了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仅有的一只眼睛后，不
幸的老人每天都坐在山洞里照料他的羊群。
早晨羊儿外出吃草，每出去一只，他就从一堆石子里捡出一颗。
晚上羊儿返回山洞，每进去一只，他就扔掉一颗石子。
当把早晨捡起的石子全都扔光时，他就确信所有的羊儿都返回了山洞。
　　结绳方法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曾使用过，有些结绳实物甚至保存下来了。
先民们据事件性质、规模或所涉数量的不同系出不同绳结。
这种记事方法在秘鲁高原一直盛行到19世纪，而日本的琉球岛、我国广西的瑶族和云南的独龙族至今
还保持着结绳记事的传统。
　　刻痕记数大约出现在30000年前，经极其缓慢的发展，终于出现了书写记数和相应的数系。
5000年前，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的人们都曾使用这种记数法，数1，2，3和4的书写符号多是相应数目的
横或竖的堆积。
1937年在墨拉维亚发现了一根旧石器时代狼的桡骨，上面刻有55道痕迹。
在中国山顶洞发现了10000多年前带有摹刻符号的4个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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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改变传统教与学模式的创新之作，自主预学，确立学生主体地位，精心设计，注重学生预学效果
，先学后教，真正实现高效课堂，打造新型教辅，推行预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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