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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实践方法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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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学是一门逻辑性较强的学科，要想学好这门科目不

仅要学会课本上的知识，还要利用知识活学活用，数学的知识是

灵动的，利用知识演绎出来的习题也是千变万化的，如何将知识

全面传授给学生，需要教师在课堂上进行积极的探索，以便学生

掌握知识的同时，也学会变通，让知识从不同角度出现时，也能

快速解决相应的问题。在小学数学侧重计算的同时，也要积极培

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这就要学生学习时有深度，而深度学习又

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围绕知识产生的挑战性主题，要积极的去参与，

从而获得思维发展的学习空间。而营造学生能够深度学习的学习

氛围就需要我们教师积极地去实践。教师可以利用小学生思维的

创造性，课堂上加强小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使用情景化的教学

方式等策略培养学生有效地进行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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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正处于身体成长阶段，思维发展不成熟，一些问题逻

辑性大，小学生考虑问题时往往不知从哪里入手，对问题的理解

不够透彻，这就需要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对知识的掌握更加熟练，

从知识的各个角度的问题都能有自己思考的空间，对问题有自己

剖析，从而攻克难题。对于学生能够深度的学习，对教师来说就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能够创造学习氛围同时，还要有自己的

方法策略保证学生能够有深度的学习。本文将从教师利用学生的

创造性思维，增加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和情景化的教学三各方面

阐述对学生深度学习数学的培养。

一、利用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深度学习

小学生的思维处于成长阶段，活跃性强，因此很多时候他

们都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往往有他们的独到之处，不仅解决

了问题，还从不同角度阐述知识的另一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教师常常并没有鼓励学生的想法，因

为从教师自身出发，认为学生的想法是剑走偏锋，并没有掌握

知识的主体，而是异想天开，教师这样的做法往往打击了学生对

深度学习的探索，对于学习数学知识点的掌握是不利的，学生自

己的见解往往是接受数学教育的同时，个人思维发展和锻炼之中

产生的，教师应鼓励学生思维，也是对学生的创造能力的发掘，

对培养学生深度学习数学也起到积极的作用。比如以连加运算问

题为例，31+36+69+64 等于多少，学生计算时可能会产生多种计

算方法，有的学生能够将式子分成两部分（31+69）+（36+64）

=100+100=200 来计算，也有学生能够将式子进行分组后再用乘法

计算（31+69）+（35+64）=100×2=200，当然也有比较慢的做法，

就是按部就班的将式子逐步相加得到结果，作为教师不需要批评

哪种做法不好，而是启发学生解决问题多思考，鼓励做的快的同

学的想法是正确的。这样学生都会自然而然地去转换自己的思维，

激发他们探索问题的积极性，达到深度学习数学的效果。

二、增加学生动手实践的操作能力，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小学生接受逻辑思维的能力差，为了弥补学生在理解上的

缺陷，可以增加学生一些动手操作能力的教学方式，有效的动

手操作是实现课堂高效教学的重要方式，动手操作不仅能够提

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还能给学生很多启发，增加他们实践

的能力，也能在学习中获得乐趣，促进学生对数学的深度学习，

并为以后的数学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在讲授有余数的

除法时，可以在讲解的前一天告知学生明天带一些玉米粒作为

课堂的用具，讲授时，可以让学生拿出 12 粒玉米粒，让他们把

这些玉米粒以 2 粒一组分组，学生很快就会分成 6 组，以 3 粒

分组时，也能很快分成 4 组，以 4 粒分组时也能成功分成 3 组，

但是以 5 粒分组时就会很快发现问题，无论摆放多少遍，都有

2 粒玉米粒被排除在外，这时就会有学生认为这是错题，根本

就不能分组，这时教师用语言在黑板上讲解有余数的除法算式，

就会豁然明白，12÷5=2……2 来表示有余数的除法算式，在这

个过程由于学生的积极动手操作，当出现问题时也会迫切知道

解决问题的办法，得到有余数除法的操作体验，自己发现问题

的同时促进了深度学习。

三、情境化的教学是培养学生深度学习的好方式

对于小学的数学课堂，过于严肃的气氛，刻板的教学，往往

调动不了学生的积极性，反而会适得其反，学生对知识学不会的

同时，深度学习更是无稽之谈，多种方式的教学，不仅提高学生

的新鲜感，也对数学知识充满了期待，对数学知识的探索也就变

得积极，无形中促进了学生对数学的深度学。情境化的教学可以

深深抓住学生的注意力，随着情境的发展，学生也会跟着情境思考，

思考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情境中问题的答案，思考的过程常常就

是学生深度学习过程，对培养学生自主解决问题也提供了巨大的

帮助，比如讲解加法时，可以使用动画的方式，草地上有 3 只兔

子在吃草，又来 2 只，这时有几只在吃草，学生回答完之后，动

画里又来了 3 只在吃草，由于动画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动画又

启发学生不断思考，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思维，促进了数学的深度

学习。

四、结语

总之，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方式还有很多，这需要我们教师

多在课堂上去探索、去研究、去实践，为了学生以后更好地学习

数学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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