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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谈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如何面向全体学生 
◆韦福安 

（广西河池市大化县江南乡中心小学） 

 
摘要：面向全体学生是小学数学课程编排、内容选择的基本理念，也是

小学数学教学必需坚持的教学原则。课堂教学是小学数学教学活动的主

要组织形式。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如何面向全体学生是每位小学数学

教师常思考的问题。本文笔者旨在谈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如何面向全体学

生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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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体学生是小学数学课程编排、内容选择的基本理念，
也是小学数学教学必需坚持的教学原则。课堂教学是小学数学教
学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如何面向全体学
生是每位小学数学教师常思考的问题。下面，笔者也谈谈自己的
几点看法。 

一、给每个学生“吃”得了“吃”得消。 
喂鸡鸭极为简单，人人都会，但喂鸡鸭时不同的人可能会用

不同的态度对待鸡鸭。一种是不管鸡鸭吃还是不吃，只管撒食物
了事；一种是看看哪只吃得少或吃不了，担心它变瘦，一把抓来，
摁之于地，硬往它嘴里塞食物；一种是细心观察，发现有吃得少
或吃不了的，及时找出原因，采取必要的救治措施。如果喂鸡鸭
的人用第一种态度对待鸡鸭，那吃得少或吃不了的鸡鸭只能饿着
肚子，自认命苦；如果喂鸡鸭的人用第二种态度对待鸡鸭，那吃
得少或吃不了的鸡鸭只能忍受肚胀之苦，很难消化被硬塞入胃里
的食物；如果喂鸡鸭的人用第三种态度对待鸡鸭，那吃得少或吃
不了的鸡鸭还大有希望，将有一天能吃得有味，也能消化好。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形同喂鸡鸭。如果教师抱着消极的态度，
只管撒“食物”了事，不关心学生是否“吃”得了“吃”得消，
那“吃”不了“吃”不消的学生只能忍受“病痛”饿着“肚子”；
如果教师只关心学生的“肥瘦”，摁住那些本来已有“病痛”“吃”
得少或“吃”不了的学生，硬把“东西”往他们“肚子”里塞，
他们只能忍受“肚胀”之苦，“消化”不了。在小学数学课堂教
学中，有学生学得还不会或者学得有困难，教师应该认真地查找
原因，想办法给他们学得了学得会。笔者认为，查找原因可以从
以下两方面去找。其一，要从我们教师身上找原因，看我们教师
教学态度、方法是否正确，如果我们教师教学态度、方法不正确，
就要及时给予纠正。其二，从学生身上找原因，看“病根”在哪
儿，及时“对症下药”，给学生纠正不正确的学习态度、方法等，
同时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课堂上学生的学习兴趣高了，“味口”自然也好了，也就
能“吃”得了“吃”得消。 

二、夸夸到那些“不聪明”的学生。 
我们教师平时上课，甚至上公开课，都习惯用到一句话：“这

个问题谁来回答？请举手。”举手的多数是学得比较好的学生。
教师同意回答问题的也都是那些举手的学生。他们回答结束，教
师要么夸：“真棒！”，要么夸：“真乖！”，要么夸：“真聪明！”一
节课下来教师都没有问到没有举手的学生，更没有夸到没有举手
的学生。那没有举手的学生还有人棒吗，还有人乖吗，还有人聪
明吗；他们有没有值得我们夸的地方呢，他们掌握教学内容情况
我们教师是否了解了呢？我们可想而知。这样教师如已被蒙上双
眼，大片“盲区”没能看到。那些学还不会或者学得有困难的学
生已被冷落在一边，只能坐冷板凳。这样的课堂教学是谈不上面
向全体学生的。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把回答问题、板
演等机会给那些学得有因难的学生，要鼓励他们大胆地回答问
题、上台板演，要夸夸到他们。这样既能及时把握他们对教学内
容的掌握情况，抓住最好的辅导机会，又能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
性。 

三、给每个学生“咬住”数学“根”。 
数学知识具有严密性、逻辑性和连续性。在小学数学中有许

多知识都是学生学习下一个数学知识的基础。这些知识学生一但
没有掌握好就等于丢了数学的“根”，当学到相关的知识时只能
“望而却步”。因此，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一定要给每个
学生都紧紧地“咬住”这些“根”。例如“分数的基本性质”和
“求两个数或几个数的最小公倍数”都是“通分”的“根”。教
学这两部分内容，在课堂中教师就得让学生紧紧地“咬住”，不
能给他们丢了。哪些学生丢了这两个“根”，学到“通分”时他
们就不知道如何下手了。“通分”又是“异分母分数加减法”的
一个“根”。不会“通分”，要学会“异分母分数加减法”也就难
了。又如，“等式的基本性质”这个内容就是“解方程”的“根”，
教学时是必需给每个学生都紧紧地“咬住”，不能让他们给丢了，
如果给他们丢了这个“根”，到学习“解方程”将是“寸步难行”。 

四、让每个学生“下水”去学“游泳”。 
记得笔者小时学游泳是跟同伴们偷偷溜到池塘里去学，那时

根本没有什么人教，开始我只是在浅水区用手脚乱拍乱打，但久
而久之便学会了游泳。这虽称不上专业，但落入水中也不致于惊
慌失措，只顾呼喊救命，胡乱挣扎，直到沉入水底。 

小学生学习数学与学游泳是有相通之处的。在课堂教学中我
们教师只顾及少数学生，让他们“下水”学“游泳”，留大部分
学生呆在“水边”听我们教师讲说或看个别学生怎样“游泳”，
这样教学生学“游泳”是教不会几个的。即使学生偶尔得“下水”，
也觉得“游泳”实在太难学。在小学数课堂教学中，我们教师应
该让每个学生都“下水”去学“游泳”。如果有学生不敢“下水”，
或者不愿“下水”的，我们教师要多鼓励他们大胆“下水”试一
试。试多了他们就不怕“水”了。熟能生巧嘛！正如《数学课程
标准》提出：“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与记忆，
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
例如，在教学“10 以内数的认识和加减法”的课堂中，就得让
每个学生都有“下水”的机会，让每个学生都能进行一系列的数
学实践活动，如给每个学生反复地数一数、摆一摆、想一想、算
一算等。“下水”多了，久而久之他们也都牢牢地掌握了这部分
的知识。 

五、给每个学生都能“吸”足“营养”。 
给同样的饭菜，有的人消化道好，吃得多一点，营养也容易

被吸收，有的人消化道差，吃得少一点，营养也不易被吸收，大
家表现出肥瘦不一。知识就是学生的“食粮”。在小学数学课堂
教学中，我们教师给学生同样的“食粮”，有的学生“吃”得多，
“消化”又好，“吸收”到的“营养”也多；有的学生“吃”得
少，“消化”又不好，“吸收”到的“营养”就少。对“吃”得少，
“消化”又不好，“吸收”到“营养”少的学生，我们教师不得
不顾，得及时给他们“开胃”，让他们“吃”得有味，能“消化”
好点，能“吸收”到“营养”多点。学生“吃”得多了，“消化”
好了，“吸收”到的“营养”足够了，“身体”自然而然壮起来。
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学生回答问题、板演、独
立完成课堂作业等学习活动，及时了解他们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情
况，并及时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辅导，促他们“消化”，给
他们“吸收”到足够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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