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1 月（总第 219 期） 

117  

教育科研

激发藏区小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实践研究 
◆孔文净 

（西藏拉萨市师范附属小学  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数学作为小学教学体系中的基础和重点学科，包含了大量的数学

概念性知识和公式定理，其学习氛围难免过于枯燥乏味，对学生的理解

和记忆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但小学生性格不够稳重，好玩好动是教学
过程中的常态问题，甚至于个别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学习有着十分抵触的

心理，缺少探究学习兴趣，使得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效果十分不理想。故

此，培养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探究学习兴趣和热情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本
文就激发藏区小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实践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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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性格脱跳的小学生而言，兴趣是支持他们不断学习前进

的动力，也是他们最好的老师，可以说学生兴趣的激发和培养在
日常教学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在数学知识的学习方
面，学生具有较高学习兴趣的话，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
果，提升小学数学的教学质量。对此，教师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
应当根据学生性格特点，采用多样化的数学教学方式，构建生动
数学情境的同时激发学生的探究学习兴趣，从而增强数学课堂教
学有效性。 

一、当前藏区小学数学教学现状 
1、小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学习缺少兴趣，课堂学习效率较

低。小学生正处于性格活泼、好玩好动的年龄阶段，自身的自我
控制意识和能力十分薄弱，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很难保持专注
集中的精神状态，对于抽象和晦涩数学知识的学习有着一定的抵
触心理，缺少学习探究兴趣和热情，使得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效
果十分不理想。 

2、数学课堂教学氛围过于严肃和沉闷，缺少师生互动关系
构建。鉴于小学生性格过于活跃以及数学知识的逻辑性严密的特
点，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大多采用刚性管理模式，强调课堂
教学氛围的构建，严肃和沉闷是课堂教学的主题，教师的教学地
位过于强势，学生被动的接受和理解相应的数学知识理论，师生
之间的互动教学关系构建十分欠缺[1]。 

3、小学数学教学理论性和学术性较强，与生活之间联系不
够密切。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过于注重数学理论知识的讲述以
及习题训练，其中大多数的数学理论知识以及公式的讲解过于学
术化和理论化，无论是汽车速度还是超市购物等数学应用题以及
例题的讲解，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较远，缺少生活常识性与合
理性，此外，大多数学知识的教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
不利于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和应用。 

二、激发藏区小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策略 
1、趣味化的课堂教学方式改善教学环境 
小学数学新课程标准中提出：教师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增强学生的学好数学的信心。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为实现
这一教学目标，就必须要为藏区学生会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改
善学生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打造趣味化课堂，从而吸引学生进行
自主探究，这样不仅能帮助学生轻松掌握知识重难点，还能启发
学生进行思考，在解决问题中积累经验 [2]。例如：在学习《平行
四边形的初步认识》时，学生前面已经学过了《认识图形》，对
正方形、长方形等图形都有了逐步的认识，此时教师可组织学生
进行动手操作，利用三角尺画一个平行四边形，并量一量，看一
看，再利用教具，如吸管等，让学生用吸管拼出一个长方形，在
捏住对角相反方向拉，直观的感受平行四边形的特点。最后让学
生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利用七巧板拼搭出不同的图形。通过这一
系列的操作，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发展了学生的数学
素养。 

2、通过角色扮演游戏提高学生的合作学习意识 
角色扮演是一种需要多人参与的游戏，在角色所营造的虚拟

环境中，藏区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可进行交流、动作和思考，根据
提示以及完成角色扮演的要求.在小学教学中运用角色扮演的教

育游戏，提高藏区学生的合作学习意识[3]。例如：在《百分数》
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开展“超市打折活动”的角色扮演游戏，
学生通过顾客和超市购物员之间的角色扮演，深入体会到百分数
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范围以及实践应用性，培养学生的数学
实践应用意识，教师则进行相应的引导和讲解。由此，教师便可
顺理成章地完成教学内容，同时学生在不同的环境下运用数学，
可进一步认识到数学与生活的关联，从而提高小学数学教学内
涵，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3、情景设计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情景教学已经成为当前小学数学教学中较为常用的一种方

法，不仅活跃了课堂教学氛围，同时还符合了藏区学生发展的需
求，树立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实现了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因此，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教学内容为学生创设丰富的教学情
景，进而激发藏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藏区学生的学习效果[4]。
例如：在教学《认识人民币》时，教师可为学生创设生活情景，
让学生进行“购买商品”的情景游戏，给每个学生准备不同面值
的人民币教具，让学生通过买卖不同的商品了解人民币的价值，
在进行交易中实现对人民币的换算，锻炼学生的运算能力，能有
效的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4、利用数学知识创造实践活动 
《数学课程标准》在课程实施建议中明确指出：数学教学要

求紧密联系藏区学生的生活实际，从藏区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
知识出发，为藏区学生提供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激发对数学的
兴趣以及学好数学的愿望。因此，教师应多设计数学活动，为藏
区学生多创造实践机会。这样的活动，既为藏区学生提供了动手
操作的机会，又使藏区学生体会到，只有把数学知识学透彻，才
能把它应用到生活中，从而使藏区学生体会到方法的价值、规律
的价值和知识的价值，丰富藏区学生的数学知识。 

结语： 
总之，数学在小学教学中一直占据着巨大的分值比重，其教

学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数学实践应用能力的发展有着重要
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在新课改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学生的兴趣培
养也成为教学中的重点内容。对此，教师应当注重数学情境创设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实施游戏教学以及小组合作教学活动，培养
学生的自信心，全方位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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