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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数学智慧课堂的有效创建
薄珊珊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小学，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数学属于基础学科之一，当前教育教学中强调“五育

并举”，数学学习中不仅能够收获数学知识和技能，更能够磨砺

学生的意志，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课堂教学是数学教学、学习的重要环节，课堂是一门艺术更是一

门学问。智慧课堂其核心在于彰显老师的智慧以促进学生智慧学

习，此次就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数学智慧课堂构建意义以及策略

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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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数学智慧课堂构建意义

数学智慧课堂中教学不再以教会学生知识为重点，其重点在

于教学学生学会思考和学会学习，立足于数学核心素养，发展学

生的数学能力和数学思维。

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能够帮助学生看清数学问题的本质，从而

切实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和水平。在智慧课堂中，学生不仅能够

提升数学素养和提升思维能力，还可以磨砺意志、陶冶情操、提

升学生的团第协作能力等。总之，构建小学数学智慧课堂有利于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数学智慧课堂构建策略

（一）科学设计课堂教学，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创设情境来提升学生数学学习的兴趣，典型情境下有助于学

生将认知同情感进行结合，提升学生数学探究的积极性。情境指

的是特殊的、典型的场景，小学生受环境的影响较大，典型情境

能够促使学生乐学、善学。

创设情境的过程中，老师可以充分的借助互联网技术和设备，

提升情境的生动性、形象性和直观性，让学生能够直观的学习数

学知识，实现知识的化难为易。

例如，在学习秒时，老师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播放新年春节

联欢晚会的片段，春节联欢晚会基本是每家过年的必备节目，“新

年即将到来，我们一起倒计时”，多媒体显示一个钟表的图像，

并发出滴答的声音。老师让学生跟随钟表一起倒计时。然后引入

教学内容：秒。让学生体验 1 秒钟，让学生闭上眼睛，然后借助

多媒体中时钟的滴答声，让学生感受 1 秒。

数学中同时渗透德育，老师可以设置问题“1 秒时间可以干

吗”，为学生播放争分夺秒救灾、生产的视频等，让学生充分的

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珍惜时间，不要浪费一分一秒。然后，让

学生回家观察钟表，看看秒针是怎么走的，自主探究分和秒之间

的关系。创设生活情境，充分的发挥学生生活中积累的知识，提

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尊重、关心、引导，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

一是要尊重和信任学生，学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活生生的

个体，数学教学过程中当遇到问题时，老师应该相信学生能够自

主解决问题，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引导学生主动、自主的解决

问题。

二是关心每一个学生，学会欣赏每一位学生，肯定每一位学

生的付出和进步，从不举手回答问题的学生主动举手了，及时问

题回答错误，老师也应该肯定他的努力、表扬他的勇敢。

三是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很多小学生在课堂中不敢质疑、

表达自己的想法很大原因是对老师存在着畏惧情绪，因此，要想

构建智慧课堂，就要创设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老师在教学中

要立足于小学生的角度，认知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并将自身调节

到学生需要的教学状态，从而减少学生学习的压力。

例如对于一个数学问题可能存在着多种解题思路，当学生提

出同老师不一样的解题思路时，老师应该主动邀请学生分享，师生、

生生之间进行交流和探讨，可能会得到不同的解法和思路，例如

应用题三年级 1 班有学生 42 名，2 班有学生 35 名，转校学生 15 名，

怎样分可以使得两个班级学生均等。

老师教学和引导思路为（42+35+25）÷2=51，先总的计算平

均数，然后再分别做减法。而有的同学则提供了其他的解法和思

路：15-（42-45）=8 人，1 班分得 4 人，2 班则分得 15-4=11 人，

为大家提供了新的思路，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学生的智慧得到

了充分的展现。新型、高效的教学形式有效缓解了数学课堂的教

学气氛，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增强了师生的互动。

（三）开展游戏教学，实现数学的乐教乐学

数学教学中可以开展游戏教学以此来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

趣，实现智慧课堂的构建。小学生阶段对游戏有着天然的兴趣，

将教学融入游戏之中，实现乐教、乐学。

游戏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主动的思考和探究，愿意

主动付出和探究，积极进行探索，开展深度学习和实现快乐学习。

如三年级在学习排列规律时，可以开展趣味装修小游戏，来培养

学生的规律意识和提升学生的空间想象力。

如在学习几何相关知识时，可以开展“小动物布置新家”主

题游戏，在游戏过程中，学生可以借助图形、画笔等材料进行新

家的布置。

游戏过程中学生可以进行不同色彩、不同图形的组合，在游

戏中感受图形的规律美。游戏结束时，由老师引导，学生之间相

互评选“最美之家”。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动手能力得到提升，同

时学生的判断推理能力得到强化。

（四）组织学生实践，提升学生知识应用能力

小学生多活泼好动，数学教学中可以加强实践，以此来提升

小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实践教学中学生动手操作实践，提升了

学生对于课堂的参与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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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动手操作提升了数学课堂的新颖性，有助于学生能够

长期保持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进而产生数学探究的欲望，主动的

参与到数学课堂中，促进智慧课堂的构建。

如在学习长方形和正方形时，老师可以提供多种图形，让学

生从中找出长方形和正方形，或者是让同学动手制作正方形和长

方形。或者借助多媒体，利用“小魔术”开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借助动画演示“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的道理。

在学习面积计算时，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寻求计算面积的方法，

如切割法、拼接法等，学生动手操作的过程同时也是积极思考、

探索的过程，加深了学生对于知识的印象。

动手实践，让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知识，数学学习更加生动、

有趣，在此过程中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创造力、数学思维等数

学核心素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五）注重差异性教学，促进全体学生的发展

学生数学学习兴趣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生学习过程中看

不到希望，进而丧失了信心。为此，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的

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以此来进行差异化教学，促进学生的进步，

坚持平衡发展的原则，按照教学能力的教学原则，实施差异化教学，

让优生学“吃饱”，中产阶级“吃得好”，让学困生能够“消化的了”，

进而促进整体数学水平的提升。

受学生智力水平、兴趣爱好等的影响，学生数学学习能力存

在着显著差异。智慧课堂下，老师要充分的尊重学生知识水平以

及能力的差异，立足于学生实际进行教学，兼顾差生和优生。

例如，在设置课堂习题时，老师应该以中层学生为中线，以

基础题型和常规题型为主，按照习题由易到难的原则进行排列。

基础题型要求全体学生必做，中等生配备少量拔高类题目，优生

则是配备一定的拓展延伸题目。教学中老师要尽量的兼顾全体学

生，实现全体学生的发展。

（六）善教善放，引导学生进行创新

数学教学中老师要提升教学引导能力，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为学生留下一定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同时在学生思维开小差时，

能够及时将学生拉回课堂学习中来。学生在产生创新火花之前，

首先要对问题有所认识且产生了疑问，这是学生想要探究知识并

获取答案。

老师在引导学生时就要把握好度，如果此时，老师将自己的

答案、自己了解的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学生能够快速的解决问题，

但是长久以来只会让学生产生思维惰性，疲于思考，学生不可能

养成创新思维。

但是如果，老师为了让学生养成创新能力，一味的对学生听

之任之，不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引导，学生思维“天马行空”，在

思考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的想法而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导

致学生思想混乱，不仅仅起不到创新的效果，还可能导致学生丧

失数学学习的兴趣。因此，老师在课堂中一定要把握好教学的度，

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性思考。

（七）科学实施教学评价，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当前教学中多采用批评评价不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容易打

击学生数学学习的信心，导致学生厌学情绪的出现。而成功的体

验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促使学生产生好好学习的欲望。

数学教学中，老师应该坚持激励评价原则，肯定学生，让学

生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在成功的巨大的情绪的包裹下，

学生更能够发现数学的魅力，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兴趣，课堂学习

中学生会更加的积极主动，加强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提升数学

课堂的魅力。

数学课堂中，老师应该适时适当的基于学生激励和赞扬，学

生“异想天开”时，老师应该给予学生激励。如老师提问：“在

平时的生活中，哪些东西是方形的？”一位学生说：“苹果。”

教师耐心地问：“你怎么把苹果想成是方形的呢？”学生说：“我

有一次把苹果放在桌上，一不小心苹果滚到地上摔坏了，我想苹

果如果是方的，该有多好啊！”这位老师说：“你真会动脑筋，

祝你早日培育出方苹果！”小学生的思维是天马行空的，在数学

教学中应该充分的尊重小学生思维的活跃性。

当小学生对老师提出质疑时，老师应该赞扬学生的质疑精神，

肯定学生的求异思维。当小学生课堂表现欲言又止时，老师应该

给予激励，鼓励学生的发言，如学生回答问题时，思路正确，但

是由于紧张，计算结果错误，学生局促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老师应该鼓励学生：“你的思路是对的，只是有一点小粗心！”

引导学生重新计算，并给予学生肯定。

三、结语

智慧课堂首先要充分的彰显教师智慧，以“爱”为引导，创

设教学情境，开展激励评价等，激发学生的兴趣，提升学生的自

信心，以促使学生能够实现智学、乐学和善学，切实提升学生数

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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