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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不缀，未来可期——浅谈小学数学课堂组织教学
陈　熠

（广州市实验外语学校，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课堂组织教学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需要反复实践和用心钻研。小学数学教师对课堂组织教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专家们的指点高屋建瓴，总归是纸上得来，还要一线教师躬行实践后再思考更能切中肯綮。本文是笔者从事小学数学一线教育工作二十

年来，对课堂组织教学的一点感悟：提前进教室、关注学生细节、课堂语言风趣幽默、制定课堂组织教学规矩、对教学工作充满热情这

几个方面表述如何更好地组织小学数学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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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组织教学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需要反复练习用

心钻研。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数学《新课标》

指出：“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务教育的数学课程

要为学生的未来生活、工作和学习奠定重要的基础。”在小学数

学学习中，课堂是学习的主要阵地，学习效果好不好是由课堂教

学决定的，所以课堂教学尤其重要。想要学生有更好的学习效果

就要上好每一节课，更好地组织课堂教学，让课堂各种教学活动

落到实处。

每一节数学课，有效学习的时间因人而异，有的学生专注力

比较强，从头到尾会跟着老师走，而有的学生容易受身边事物的

影响，专注力会受时间影响而分散，还有的学生因为没有找到合

适的学习方法，所以课堂上小动作不断，必须靠老师有目的地引导。

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对课堂组织教学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专家们

的指点高屋建瓴，总归是纸上得来，还要我们一线教师躬行实践

后再思考更能切中肯綮。我从事小学数学一线教育工作二十年来，

对课堂组织教学有所感悟，以下从五点来谈谈如何更好地组织小

学数学课堂教学。 

一、提前进教室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

能获得战争的胜利。课堂教学亦是如此，而我们教师的预则立并

不仅仅指提课前钻研教材、二次备课、教具、课件制作 ...... 更不

是提前上课，用更多的时间给学生上课。而是在上课之前能提前

走进教室，跟学生在课前多一点学习与生活中的互动，多预留一

点时间做好上课的各项准备。

表 1 列出了教师在课堂中可能产生的组织和教学行为

教师行为 课堂组织  教学指导 

准备课件、教具、学具 √ 

点名 √ 

对学生课前准备进行检查 √ 

分发作业和练习 √ 

对学生的技能学习提供反馈 √ 

导入新课 √ 

学习新知识 √ 

表扬好的 √ 

指出不当的 √ 

有梯度的课堂练习 √ 

总结新知识与拓展提升 √ 

如果把这些行为都放在课堂内，可能会面临一些突发事件耽

误宝贵的课堂时间，甚至不能完成教学任务。所以最好提前 5-6

分钟进教室，看看学生的学习状态、看看班级的学习情况、调整

好自己的情绪，关注班级每一位学生的课余活动，准备教师上课

需要的课件、教具。可以检查学生是否做好下一节课的准备，还

可以提供学生质疑和释疑的时间，或者跟个别学生谈谈心，聊聊天，

增进师生之间感情。

二、关注每一个细节

 “叠叶与高节，俱从毫末生”层层叠叠的叶子和高大的枝节，

都是从细小的萌芽开始生长的，而上好一节数学课，也是从把控

每一个细小的环节开始的。小学数学课堂的组织教学，不仅仅体

现在有趣的导入、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新知识、培养学生小组合作

的团队意识、有梯度有深度的课堂反馈练习、多元化的课中评价

等等，而是在每一个教学或者活动环节采用多种方式来调动学生

学习的热情。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五年级下册《正方体的展开图 》内容时，

我拿出一个包装得漂亮的正方体大礼盒，问：“同学们想做这样

的礼品盒吗？我们研究一下怎么才能做出这种礼盒？”有同学想

到把包装纸撕下来，有的同学想到沿着正方体的棱长剪开再打开，

看看它是什么图形。紧接着作出示范：沿着这个正方体的棱剪开，

但不能剪散，再把它的每个面摊平，就成了一个平面图形。（如

下图 2）引导学生思考：你还有其他不同裁剪方法吗？于是同学

们开始自主探究活动，通过小组合作，把正方体盒子展开，并且

把相对的面涂上相同的颜色，再用自己的话描述展开图的样子。（如

下图 3）当学生用自己的话描述展开图的样子时，就有目的地引导

学生把不同形状的正方体展开图展示在黑板上，并归类。（如下图 4）

最后引导学生观察自己小组贴上去的展开图，用自己的话说一说，

有什么好办法能判断什么样的正方体展开图能拼成一个正方体？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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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三、课堂语言风趣幽默

教师在课堂语言简洁、精炼、准确、生动，有启发性，如果

能风趣幽默一点，更能够营造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

例如：人版小学一年级数学教学《认识大于号、小于号和等

于号》时，为了方便小朋友区分“>”和“<”，巩固练习时，我

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笔画：一条鱼，再根据鱼头和鱼尾的形状重

点标出“>”及“<”，最后总结出《大于（鱼）小于（鱼）歌》：

大于（鱼）和小于（鱼），开口对大数，尖尖对小数。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低年级的小朋友更好理解，由

图形“鱼”到“>”及“<”，这样的同音字加上数形结合的思想，

印象更深刻。

例如：人教版四年级下册数学《有关 0 的除法》教学中，当

学生总结出一个数加上 0 还得原数；一个数减去 0 还得原数；一

个数和 0 相乘得 0；0 除以非 0 数得 0 的规律后，我们结合发现的

规律编成了《蛋蛋歌》：

零蛋零蛋是坏蛋，遇到 + - 就滚蛋；

零蛋零蛋是炸蛋，遇到 ×÷ 都完蛋！

《蛋蛋歌》只能在学习发现 0 的运算规律以后，才能顺势导出，

而不能宣宾夺主。

有时结合教学内容，还可以充分利用最简便的学具“手”来

帮助学习。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数学上册《认识立体图形》，认

识不同位置放置的长方体时，可以让学生把小臂平放于胸前表示

长方体的长，手臂水平伸直与身体成 900 表示长方体的宽，手臂

伸直高举像举手发言的动作表示长方体的高。用手臂动作能帮助

学生理解长方体的长、宽、高及三条棱相交于同一顶点这一数学

知识。

不管是朗朗上口的顺口溜还是简单的肢体动作，都是为了更

好的课堂组织教学，在教师的引导下，营造愉快的课堂学习氛围，

这样更好的吸引专注力容易分散的学生，让他们在课堂教学时能

更多地把专注力放在学习上。

四、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我们常说课堂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但是在组织教学时，课

堂就应该是教师的阵地。那么在教师组织教学的阵地上，分秒必争，

寸土不让。学生应该遵守的规章制度一个也不能少。这样的制定

规章制度，最好是在接手新班级，或者新学期开学的第一节课，

用文字形式强调：

认真听课（眼到、耳到、心到）。

积极举手回答问题。

不懂就问……

可能会发生各种预想不到的情况：课堂上文具盒、水杯、书

本噼里啪啦往下掉，学生相互交头接耳，甚至偷偷发笑等等。学

生注意力不集中，就需要教师发挥教学组织能力，及时关注每一

个学生，调动学生的注意，使学生全心身的投入课堂学习。

当课堂上有学生发呆走神时，我会在尽量不影响其他同学的

情况下，用眼神与学生沟通；有学生低头在下面玩时，我会不动

声色来到学生身边，用细微的肢体语言轻轻提醒；有学生讲小话时，

我会用时缓时慢、抑扬顿挫的语调，有的时候会突然停顿下来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

暗示的眼神也好，肢体语言也好，口语表达也好 ...... 不管采

用什么方式组织教学，最终目的只有一个：组织好课堂教学，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保证课堂教学计划顺利完成的

基础上，争取达到更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五、教育充满热爱

我们在观察或者做一件事时，要全身心地投入，而且充满热

爱，才能有感而发。只有对学生，对教育充满热爱才能从不同视觉，

多维度发现学生的闪光点。课堂上的多元化评价是一门很大的艺

术，我还需不断摸索。小学生大多都是活泼、好动的，注意力来

得快也分散得快，无意注意比有意注意来得更容易，那么教师在

组织教学过程中，要适当地及时地对孩子进行思维引导和行为肯

定。

当学生回答问题以后，当小组汇报以后，老师可以说：

“你的声音很响亮。”

“你们组把这个题说得很明白，老师听懂了。”

“老师的想法跟你的一样！”......

配合着赞赏的目光、竖起的大拇指，都会让学生产生强烈的

自豪感，从而提高学习的热情。 

六、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课堂组织教学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需要反复练习用

心钻研。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专家学者

的指点高屋建瓴，总归是纸上得来，需要教师躬行实践后总结提

炼才能切中肯綮。因此，开始尝试一种方法，短期内还没有得到

预期效果时，不要浅尝辄止，而是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去尝试和

反思。这样一次次、一天天、一年年在不断积累，可以充实、丰

富、完善自己。道路险阻而又漫长，但是走的话就会到达目的地；

如果可以坚持不懈，那么美好的未来就值得期待。

小学阶段我们不需要交给学生多高深的数学知识，但我们必

须让学生爱上数学，交给学生的知识终有一天会不够用，但兴趣

的培养、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数学素养却可以让学生受用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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