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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自我调节效能，主要是学生为了保证学习的顺利开

展、提高学习效率以及达到学习目标，自主运用和调控自我认

知、动机和个人行为的一个过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引

导学生进行适当的自我调节，能够有效的培养学生形成良好

的学习能力，为学生今后的数学学习提供有力的保障。以下就

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自我调节的策略进行交流探讨。

1 创设有效情境，在激发参与中调节

在《数学课程标准》中提到：在形象生动的情境中开展数

学学习、在现实情境中感悟数学。换言之就是需要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根据实际的教学内容给学生创设相应的生活情境，有

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将实际生活中获得的经验

与数学知识有机结合，帮助学生调整自身的认知结构，使其更

加积极的投入到学习中[1]。创设生活情境能够大大的激发学生

的自主积极性，改善了学生对数学学习的态度，促进数学教学

的效率。

2 增强新旧联系，在矛盾冲突中调节

小学阶段的数学知识具有紧密的联系，当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根据原有知识解决问题碰到疑惑的时候，教师就应当适当

的引导学生对新知识与旧知识进行有效的转化，找出疑惑的

解答方法。例如：在讲解“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这部分内容时，

教师可以让学生复习这部分内容，然后解答“除数是整数的除

法”的题目，当学生尝试多次以后，很容易发现原本的方法是

错误的。这个时候，教师就要引导学生试着练习，发现其中的

问题，进行自我调节，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这部分内容，潜移

默化的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3 提供阅读材料，在自主探究中调节

在实际的小学数学教学中，由于部分教师对于学生阅读教

材与相关资料没有足够的重视，使得教材变成了一本“习题

集”，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的终生学习造成了影响。因此，小

学数学教师应当加强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然而，由于数学

教材较为枯燥，很难真正引发学生的阅读欲望，因此，教师就

需要找出一个适当有效的解决方法。例如：在讲解“用字母表

示数”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就可以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让

学生通过字母来表示数学学习中常见的数量关系[2]。首先，让

学生对“路程、时间和速度”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简单的复习，

同时提出相应的问题：“同学们，我们要如何利用字母来表示

它们之间的关系呢？”同时引出学生的疑惑：“是不是想怎么

表示就怎么表示呢？”这个时候，教师就可以提出：“同学们，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 a、b、c……”中的任何字母表

示数，但是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特定的量一般用特定的字母来

表示，如 s 表示路程……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学会自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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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小学数学课堂学习中的自我调节，是为了保障学习的顺利与高效，对学习活动进行积极的规划和管理，进而达到学习

的目标。就现阶段的教学状况来看，基于学科学习自我调节能力的教学研究并不常见，而基于小学数学课堂学习自我调节的教学研究更是少见。

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培养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对数学教学的一种深化。由此可见，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就小学数学课堂学习自我调节效能的培养作出相关的阐述，希望为相关学者提供有利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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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掌握数学阅读的方法。

4 开展合作学习，在互动生成中调节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调节，能够让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在他人身上学习到不一样的

学习思路和学习方法，进行相互启发、提高。作为一个合格的

小学数学教师，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可以适当的组织学生在

课堂上进行积极的交流和探讨，让学生在交流过程中获得不

一样的启发，促进自我的提升，让不同学习基础的学生切实参

与到数学学习中，进而获得不同层次的发展。以合作交流的方

式，有效的促进学生的数学学习，让他们获得一定的进步。

5 设置开放练习，在自主选择中调节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如学困生在数

学学习中较为吃力等。这个时候，教师就应当设置分层要求，

尤其是在帮助学生巩固数学知识时，可以设置一些较为开放

的练习，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实际学习情况自主的选择。采取这

种方式的好处是，能够给各个学习层次的学生提供更加高效

的学习平台，有效的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3]。因此，在数学教

学中设置开放性练习，能够提升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让成绩

不一、性格不一的学生都得到相应的进步。

6 设计超级链接，在扩展延伸中调节

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开展“超链接型数学课

堂”，即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指导，使其联想到相关的

数学知识与活动，以此提高数学教学的灵活性。例如：在讲解

“确定方位”这一课时，教师就可以开展相关的游戏活动，帮

助学生巩固旧知识，随后根据猜想将新旧知识进行灵活的链

接，这样的方式能够改善以往传统教师问、学生答的模式，让

学生将数学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

的理解，同时让学生更加深入的感悟数学与生活的联系。由此

可见，从课内到课外设计超链接是一种十分可行的教学模式。

7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调节，就

是让学生做数学学习中的主人，而这就需要从实质上找出让

学生形成自我调节能力的有效策略，以此增强学生的数学学

习能力，为学生今后的成长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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