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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中启发式课堂教学的运用 
◆李邵衡 

（湖南省邵东县水东江镇敬爱小学）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数学教师对于学生的培养目标越来越宽泛

了，不仅涉及学生知识获得方面，还要注意学生能力的培养。基于这一

现状，有关教育者推出启发式教学这一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其
更有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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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学习中，有两点能力的培养很重要，其一是逻辑思维
能力；其二是抽象思维能力。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小学数学教师
逐渐在课堂上重视启发式教学的应用。本文接下来就要从激发学
生兴趣，开阔学生思维等角度进行分析。 

一、抓住兴趣点，激发学生探索数学知识的欲望 
对于任何学科的学习，兴趣都是最好的添加剂。数学的学习

也不例外，而且小学生思维活跃，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尤其喜
爱有趣的事物。因此，在数学教学中，要想发挥启发式教学的作
用，教师就要注意激发学生数学兴趣，将枯燥的数学课堂变得充
满趣味，引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例如，在进行认识图形这一课时，除了要结合教材中的案例
拼塔游戏之外，教师还可以发挥网络的作用，挑选一些小学生比
较感兴趣的图形，借助多媒体播放出来，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有关于圆形的摩天轮的图片、不规则
形状的天空中云朵的图片等[1]。在此期间，教师还可以为学生的
学习准备充足的教具，将足球、水杯等物体分发给学生，引导学
生仔细观察，在用手摸一摸，之后鼓励学生讲一讲每个图形有哪
几个特点，还可以进行图形与图形之间的比较，这样可以加深学
生对于图形的印象。 

二、创设教学情境，利用情感引导启发学生思维 
教学情境，就是教师既依据教学目标，又考虑学生的兴趣点，

为学生营造一个适合学习的场所。在这一场所里，学生可以很好
的接受教师传递的知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出于建构主义理
论，情境对于知识的摄取是十分必要的。因而，为了小学生更好
的投入到课堂学习中，也为了启发式教学作用的发挥，在数学教
学中，教师要充分使用情境这一手段[2]。通过相应情境的构建，
以情感的形式，引导学生学习数学，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当然情
境的建设是多种多样的，教师要依据实际情况灵活设置，只要可
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学生投入到学习中，这一情境的建设
就是特别成功的。 

例如，在学习“元、角、分”时，现如今的生活中，一元钱、
一角钱还比较常见，但一分钱已经不流通了，小学生应该没有见
过真正的一分钱。为此，教师就要为学生建设有趣的教学情境，
可以依据生活场景布置仿真的购物情境，激发学生的参与性，使
学生在购物过程中，自主的了解圆、角、分之间有什么区别，以
及彼此之间的换算关系是怎么样的。 

三、联系生活实际，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 
数学理论源于生活，数学知识又应用到生活中去，所以，数

学教师在授课时，千万不要忽略实际生活的作用，要秉持教学与
生活相结合的思想，引导学生从熟悉的生活入手，以自己容易理
解的方式接受新的知识[3]。对此，在利用启发式教学手段时，要
尽量将教学生活化，从实际生活出发，从问题中探究解决方法，
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充分利用实践探索、设置情境等手段，
开放学生思维，引导学生思考。 

例如，在学习“厘米和米”时，教师可以依据教材中提供的
思路，充分利用人身上存在的尺，比如成人的手掌一般为 7-10
厘米宽，儿童的手 5-7 厘米宽，通过不同人手的比较，学生可以
大概了解一厘米的长度为多少；还有身高 175cm 成人大腿长度
一般为 1 米左右，这样学生可以了解 1 米的长度是多少。除此之
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生活中物品，鼓励学生进行实际测量，了解
米与厘米之间的换算关系是多少。比如可以量一下数学课本的长
度，也可以测量一下黑板的长度，还可以试试将其单位化成一样

的，与原始数据有什么不同。通过学生对生活中物体有一个详细
的测量，充分感受到米、厘米的不同，以及二者之间是如何转换
的。 

四、注重教学引导，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 
数学是一门思维性比较强的学科，在其学习中，学生是否掌

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对于后期的学习进度有很大的影响。为此，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教学方法的传递。只有学生自己掌
握了合适的教学方法，其才能够利用这一方法，不断地进行后续
学习。教师在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时，首先要引导学生，通过教
学目标的设定，使学生对于本节课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并依据重
难点展开思考；其次，发挥问题的作用，通过相应的问题，激发
学生思维的运转[4]。尤其是有深度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进行一步接着一步的思考，迫使学生进行深入探究，有利于
学生思维的深化，养成良好的解决问题的习惯；之后，要发挥好
对比关系的作用，通过比较的方式，使学生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
异同点，引导学生对于不同的数学概念进行归类分析。例如，在
学习有余数的除法时，由于学生已经学过表内除法，对此，教师
就要运用启发式教学的作用，通过复习相应的旧知识，同时对学
生提出新的问题，逐渐引领学生了解新知识，并考虑二者的不同。 

五、改善师生关系，发挥各自在课堂中的优势 
在新课改中，明确指出要重建师生关系。相比以往的师生关

系，如今的关系更追求平等、和谐。为此，教师在运用启发式教
学时，可以从以下这几点入手。其一，认识到自身角色的调整，
保证学生的主体地位，坚守自己的辅助作用，激发其主观能动性，
使学生拥有一定的自信心；其二，保证自己的主导作用，充分发
挥情感教学方法，通过师生情谊拉近彼此关系，给予学生足够的
尊重，以及关爱，养成和谐师生关系。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启发式教学的用武之地愈来

愈大，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也愈来愈重要。为此，小学数学教师
在授课中，要充分发挥这一方法的作用，引导学生以精神饱满的
状态进行数学学习，并注意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还要教会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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