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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的“趣”味课堂
潘学红

（仪征市都会小学，江苏 扬州 211400）

摘要：有“趣”的课堂，学生才乐听、乐思、乐学；有“趣”

才能较大前提地唤起学生努力学习的自主性，最主要必需唤起学

生的创造能力、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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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教学中，我们要适时注意，把学生一时、一事的兴趣，

转化成稳固而持久的内在学习动力，唤起学生的浓厚兴趣，让学

生顺其自然地努力学习数学。

一、导入引趣

好的引入需要学生高度的注意力，这时就需要教师精心设计

每一节课的开头，这样既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能让学生

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如教学“认识线段”这课时，借助课件，

抓住学生的年龄特征，利用生活中熟悉的物体（跳绳）的形状来

初步感知线段，同时曲直对比提升了线段的本质特点，为后面基

本概念的了解，准备好并打下基础。

师：孩子们你们喜欢这些照片吗？这些图片中的孩子们在干

什么吗？你们发现这些绳子的形状有什么不一样吗？

学生：他们在跳绳。

学生：这些绳的外形有的是直的，有的是弯的。

师：观察得真仔细！

这些图像式的故事情境，既给学生带来无穷的乐趣，也给学

生自主探究创设机会和条件，真正放飞了学生思维。

二、课中生趣

引入新奇，只作为引入新课的“前奏”，离成功之路，还有

一半的距离。需要教师在课中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动他们

的小脑筋。如教学“认识线段”时，认识线段的特征：老师这儿

还有条弯弯的毛线呢？请来看视频。两手捏住的两者之间部份，

可以看作线段，这就是我们现在这节课所要了解的好朋友。（教

师板书 - 线段）

两手捏住的地方是线段的两端，通常我们把它们叫着端点，

也可以用一短竖来表示。

师：这条线段有几个端点吗？

学生：两个端点

师：谁到白板上指指看，（请学生上来指）。

师接着问：是不是每条线段都有两个端点呢？

请思考……

下面请小朋友们拿出毛线拉出一条线段来，请小朋友演示，

并请学生指出线段在哪里，端点又在哪里？

学生：自己在下面拿毛线拉线段，找一个学生展示线段给大

家看，请一个学生到讲台来指他拉的线段的端点？同桌相互指一

指彼此线段的端点。

线段首先必须是直的，老师也拉出了一条线段，直吗？

生：直。

师：那它的端点在哪里？

生积极地指端点。（指名学生来指指老师拉的线段端点）

师：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拉的线段要比他的线段，怎

样？你是怎么发现的，有办法比较吗？怎么比较？

生：数学老师的线段长，可以这样比起：把两条线段的其中

一个端点重叠，看线段的另一个端点，谁的端点在外面，谁的线

段就长。

师：比一比老师拉的线段和学生的线段有什么相同之处？

学生思索

师：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认识线段了吗？它有什么特征吗？

生：线段必须是直的。

生：线段有两个端点。

学生描述线段的特点。（师板书）

学生通过这一视频静态、比较简单的活动，使教学轻松，课

堂上师生充满激情，课上有了引人入胜的精彩画面。

三、练中有趣

练习是加强所学基础知识，构成技能技巧的适当捷径，是教

学活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课堂练习所设计得精彩有

意思，这样学生就不觉得多种形式单调，细节无趣，把学生努力

学习的浓厚兴趣展示出来，带着愉悦的心境来学习数学。

设计的练习各不相同，分出层次。从以模仿为基础的练习到

指引变式练习，最后拓展到认知练习，减少了习题的难度，兼顾

不同层面学生的学习，让学生长期保持高度的学习激情。通过以

上的设计，很大程度激起学生理解认知的能力，学生学起来很感

兴趣。比如在求规则图形的周长，只要用直尺分别量出图形的每

条边求周长就简单了；如果求不规则图形的周长时，首先需要观

察是否可以转化成规则图形，不好转化成规则图形，如圆的周长

对于三年级学生无法用圆的周长公式来解决，那只有用线先围，

再把线拉直，最后把线的长度用直尺量出就可以了。

四、评中增趣

教师对学生问答或作业的书面形式或口述的高度评价，能合

理些、理智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会增加动力，在学习过程中

就会更加自信。如在教学周长是多少，让学生指出图形的周长都

是让不举手的同学来指的，这里我认为对于学生来说不是一件难

的事情，我想他们并不是不会，而是没有信心。我总是用一些深

情地惋惜语，如：“真遗憾”“差不多就对了”“想得不错，但

是……”“没关系，再说一次”“下次肯定会更好”……这些尊

重的语言，对于学习吃力的学生来说，其发挥的作用不仅是感情

上的补救而且是认知上的变动，可以使他们在学习数学的探寻路

中，变厌倦的为引人注目的，最终让学生学习数学有兴趣。

对于一名小学数学教师来说，我们要在教学活动中根据不尽

相同教学内容，并不相同的学生，采取灵活多样地采用多种教法，

以情促趣，以趣促思，形成独特个性的，有趣味特色的教学，更

好地服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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