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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利用“快乐”“高效”打造小学数学课堂浅谈 
◆吴红霞 

（成都高新石板凳镇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641400） 

 
摘要：从小学数学教学实际出发，结合小学生的个性特征，对小学数学

教学策略进行了相应探讨，旨在为小学数学教师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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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化，小学数学教学不仅要向学生传授
理论知识，同时也要培养小学生的各项学习能力，所以小学数学
教师就有必要改变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为学生创设一
个快乐、高效的数学教学环境。 

一、积极改善师生关系 
小学生的年龄较小，心理尚未发育成熟，其行为、思想有着

模仿教师的自然倾向，我国教育学者将这种心理特征称为小学生
的“向师性”。受这种心理的影响，教师是否在学生心中留下了
友善、亲近的印象，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数学教学的有效性。
仔细观察小学生的行为不难发现，只要小学生喜欢某一位教师，
那么在该教师的课堂上，小学生一定会集中精神学习，并且不会
产生厌倦、懈怠的心理。所以，小学数学教师要改变自身在小学
生心中刻板、严厉的形象，在课余时间多和小学生沟通、交流，
了解小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特征，让自己成为小学生学习数学
的“好朋友”，这样小学生就能抱以积极、开朗的情绪学习数学
知识。 

二、合理转变教学目标 
我国数学教学模式深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教师为提升学

生的知识应用能力，经常采用“题海战术”进行教学，这种教学
方式不仅导致教师觉得自身的教学活动劳心劳力，学生也沉溺在
“题海”中苦不堪言[1]。这种教学方式和快乐、高效必定没有关
联，所以教师要想要打造高效、快乐的教学课堂，一定要改变自
身的教学目标，将教学目标和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联系起来，通
过应用生活化的案例，培养小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促使小学生
应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以西师大版本二年级上册
《数学》为例，教师在教授“乘法口诀”的时候，就要将“灵活
应用乘法口诀”作为教学目标。对此，教师不妨让学生在课堂上
进行角色扮演，通过扮演生活中的营业员和顾客，让学生计算“面
包 5 元钱，买了 4 个面包多少钱；文具盒 4 元钱，买了 2 个文具
盒多少钱...”等等能够应用乘法口诀的生活化案例。通过这种教
学方式，不仅让学生了解了乘法口诀在生活中的应用方式，还提
升了小学数学教学的趣味性[2]。 

三、灵活转变授课方式 
小学生的想象力较为丰富、好奇心较强，在课堂上往往有着

高涨的积极性，但是小学生对待新鲜事物通常是“三分钟热度”，
教师在采用某一种新型教学方式之初，小学生或许能够抱以高涨
的热情进行学习，但是久而久之，小学生就会失去原有的学习热
情。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就要学生结合课堂教学内容以及小学生
的行为特征，灵活应用多种教学方式进行教学，进而为小学生带
来更新奇、有趣的学习体验[3]。比如教师可以将教学课堂转移到
室外，让学生挣脱课堂教学空间的束缚，或者教师可利用小组合
作学习、角色扮演等等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让每一堂课都能激发
小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主观能动性。举个例子，教师在教授“测
量长度”这一课的时候，教师就可到操场上进行教学，让小学生
在操场上亲身感受厘米、米的实际长度；教师在教授“角的初步
认识”这一课的时候，就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放映生活中关于
“角”的图片，并且让学生联想自己在生活中见过的“角”；教
师在教授“加法结合律”相关的知识内容时，就可以采用“小组
合作学习法”，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探讨“53+4+17、28+6+12”
等式子 简单的解题方法。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教师能够让
数学知识每次都以新奇、有趣的方式展现在小学生眼前，小学生
在轻松、愉快的教学方式中，自然而然的就能掌握数学知识。不
过教师要注意，在上课之余，一定要加深对学生了解，这样才能
针对其个性特征，灵活应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 

四、布置分层次的作业 
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提出了 近发展区理论，该理论认

为认为学生的发展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学生的现有水平，指独立
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另一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
平，也就是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潜力，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 近发
展区，这也和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中的“因材施教”有着共通之处。
小学生因为家庭环境、学习习惯、先天条件的不同，其智力水平、
学习能力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如果教师采用统一的教学标准
进行教学，难免有部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出现“学习困难”
的情况。对此，教师就要结合小学生的个性差异，实行分层次的
教学方式。不过小学数学的教学内容较为简单，所以数学教师主
要是要对“作业布置”进行分层。通过布置分层次的作业，就能
够在减少学生作业量的基础上，提升小学数学作业布置的质量，
进而让教师、学生脱离“题海战术”的困扰[4]。举个例子，教师
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考试成绩，将学生分为 A、B 两个层
次，其中 A 层次为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而 B 层次为基础知识
掌握不牢的学生，教师在教授完“三位数的加减法”这一课之后，
就要让 A 层次学生进行较为复杂的习题训练，比如“164－36+52、
354+110－231”等等习题，而 B 层次学生则要进行较为简单的习
题训练，比如“110+50－90、120－60+50”，并且要求 B 层次学
生要写清计算过程。通过这种作业布置方式，所有学生在做作业
的过程中都能有所收获，并且完成作业所带来的“成就感”，也
能够转换为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内在驱动力。 

综上所述，笔者从积极改善师生关系、合理转变教学目标、
灵活转变授课方式、布置分层次的作业四个方面，对如何构建快
乐、高效的小学数学教学课堂进行了相应探讨。教师要认识到，
快乐、高效数学教学课堂的构建绝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小
学数学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坚持“以生为本”的教学原则，
抱着打造快乐、高效教学课堂的信念，积极转变自身的教学观念，
才能有效提升小学数学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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