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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学之我见 
◆刘  川 

（重庆市渝北区长安锦绣实验小学校） 

 
摘要：随着时代的进步，随之改善的是课堂的教学观念，教学水平能否

提高，很大程度决定于教师的教学态度在教学方面做出的努力。新颖的

教学方式，能够提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快乐学习，从而取得很

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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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现代教学技术  
当今社会，计算机技术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普

及计算机使用，使之辅助数学学习，提高学生的数学综合素质迫
在眉睫。计算机辅助数学教学的方式和内容广泛，对学生操作技
能的要求较高，需要严密的教学手段，需要教、学、练一条龙，
不能脱节。培养学生具备计算机基础操作知识，掌握一定相关的
软硬件使用技术，以及利用计算机解决数学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的
能力，以期达到教学目的，这是众多教师梦寐以求的。 

做为一种高科技工具，计算机已经进入生活、社会的各个领
域，在现代生活、工作中成为至关重要的工具。学习，不是简单
的使用，而是为了培养一种素质，除了能够热爱学习以外，还要
有独立学习的能力，有深入研究兴趣。确立“以应用为基础，以
发展为目标，操作技能和理性思维相结合”的教学指导思想。小
学生对计算机比较陌生，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兴趣，很多小学
生已经能够上网，这需要教师利用数学特性，引领学生们使用现
代工具。 

二、创设数学实践活动 
除了数学课堂上的“实验”探究，我还经常创设一些具有生

活实际背景的数学实践活动，将学生学习的地点由课堂扩充到课
外，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运用所学解决一些简单的的数学
问题，使学生体验到用数学知识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成功和快
乐，感受到数学知识与生活实际的密切联系。例如。教学“利息
和利率”时，我利用活动课带学生到银行去参观，将自己的压岁
钱进行储蓄，并计算相应利息；教学“多边形的面积”后，我组
织学生到操场、田地里去实际丈量，计算土地面积；学习了“长
方体的表面积”后，我组织学生测量学生宿舍的长、宽、高，进
行粉刷宿舍楼的开支预算；学习“圆柱体积计算”后，我要求学
生回家测量圆柱形粮仓的直径和高，计算粮仓的容积。实践表明，
通过数学实践活动，有利于发掘每个学生的潜能，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 

在教学《分数的大小比较》时，我把全班学生分成了 8 人小
组，每组自主选择自己喜欢伙伴以及学具。小组长负责具体事物，
其他学生在组长的带领下一起动手，有的折纸，有的计算，有的
记录，有的分析，有的进行观察、思考，然后共同探究分数比较
大小的方法。小组成员间形成统一认识后，接着全班一起探讨，
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合作，教师适时加以纠正和指导， 后学生
共同归纳出准确、规范的数学术语。通过数学“实验”教学，教
师创设积极竞争的实验情境，小组成员互相交流，互相帮助，共
同进步，充分发挥了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与合作，
营造了一个民主、平等、和谐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
过程中，逐步培养了协作精神。 

在教学《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时，我让学生拿出准备
好的长方体或正方体实物，用眼看一看，用嘴数一数，用手摸一
摸，感知什么是表面积。然后学生用剪刀把牙膏盒剪开，得到长
方体的表面展开图，结合实物，再说一说每个面对应的长和宽分
别是长方体中长、宽、高中的哪一组数据。 后自己想办法算出
展开图的面积，也就是长方体的表面积。通过数学“实验”教学，
学生在课堂上自己动手剪、拼，进行观察、操作、探究、交流等
数学活动， 终自己得出结论，既经历了获得知识的全过程，学
会了用多种方法计算长方体的表面积，又感受到了自己智慧的力
量和创造的快乐，掌握了科学的认知方法，探究意识、探究能力
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培养。  

三、授人以渔，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能力  
数学教学，教师要善于钻研探索，教学生，要由学会到会学，

这就要求注重如何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诱导“主体”学会
知识，并在此基础上由学会升华为会学，需要教师不断从教学中
总结经验，探索教学技艺，从而达到学生快乐学习的目的。要知
道，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非常关键，在学生的作业中 能反映出
一个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良好的独立习惯还有很多，比如说写
作业及时、课前预先预习、自我检查学习情况、工整书写、有独
特的分析能力等。独立能力可以培养学生的认真的学习 度，对
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推动。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独
立能力的培养要坚持不懈。 

数学家波利亚所说：“学习任何知识的 佳途径，是由学生
自己去发现。因为这种发现理解 深，也 易掌握其中的内在规
律和联系。”自学在教学中越来越明显，教师要挖掘学生的潜力。
激发起学生的动力，挖掘出学生的天赋，要求和鼓励学生们勇于
创新与实践。要让学生懂得自学，乐于探索、能够愉快地和同学
们合作交流，在轻松愉快的学习过程中获得基本数学知识和技
能，使他们认识到，数学知识来源于实践，而不是教师的硬性灌
输。 

四、培养探究意识  
在教学《长方体和正方体的表面积》时，我让学生拿出准备

好的长方体或正方体实物，用眼看～看，用嘴数一数，用手摸一
摸，感知什么是表面积。然后学生用剪刀把牙膏盒剪开，得到长
方体的表面展开图，结合实物，再说一说每个面对应的长和宽分
别是长方体中长、宽、高中的哪一组数据。 后自己想办法算出
展开图的面积，也就是长方体的表面积。通过数学“实验”教学，
学生在课堂上自己动手剪、拼，进行观察、操作、探究、交流等
数学活动， 终自己得出结论，既经历了获得知识的全过程，学
会了用多种方法计算长方体的表面积，又感受到了自己智慧的力
量和创造的快乐。掌握了科学的认知方法，探究意识、探究能力
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培养。  

综上所述，数学教育不单纯是知识传授课本知识，而是对学
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对智能的挖掘、对人格的教育。学生们里面。
谁有创建。就支持谁，让他体验成功，有成功感；谁没有信心，
就帮助谁，使之立起雄心壮志；小学生年龄小，对事物好奇，教
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发现孩子们的潜力，推动他们，让
他们打好数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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