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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中主题式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王绯玥

北京光明小学　北京市东城区　100062

摘　要：在小学数学教育领域，教学模式的革新对学生数学素养的培育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主题式教学模式宛如一股清泉，

为传统数学教学注入活力。它以主题为核心，将数学知识有机融合，引导学生在主题情境中主动探究、深度思考。通过主

题式教学，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的内在联系，提升综合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深入探讨主题式教学

的概念，以及其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独特优势，并创新性地提出一系列实践策略，旨在为小学数学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有

力支撑，助力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实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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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

学生数学思维、逻辑推理与问题解决能力的重任。传统的

小学数学教学往往侧重于知识的单向传授，教学内容碎片

化，学生难以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且在学习过程中缺乏

主动性与探索精神。主题式教学模式应运而生，它打破了

学科知识的壁垒，以生动有趣的主题为线索，将数学知识

巧妙地串联起来，为学生营造一个沉浸式、探究式的学习

环境。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让

学生在解决主题相关问题的过程中，深刻理解数学知识的

本质与应用价值，对小学数学教学改革与学生数学素养的

提升具有深远意义。

一、主题式教学模式的概念界定 

主题式教学模式，是围绕特定数学主题，构建一个涵

盖知识、技能、情感等多维度的学习生态系统。它以主题

为引领，将原本分散的数学知识点进行有机整合，使学生

在主题情境的驱动下，主动开展学习与探究活动。主题式

教学模式具有情境性、综合性与探究性的特点。情境性体

现在通过创设生动具体的主题情境，如 “校园运动会中的

数学”，让学生在熟悉的场景中感受数学的存在与应用；

综合性表现为打破数学知识模块的界限，将数与代数、图

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等知识融合在主题中，培养学生综

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探究性则鼓励学生在主题学习过程中，

自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探究精

神与创新思维。 

二、主题式教学模式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独特优势

（一）深化知识理解，构筑知识体系

主题式教学模式打破传统数学教材知识呈现的线性模

式，以主题为聚合点对数学知识进行有机整合。在主题学

习过程中，学生能够突破知识模块的界限，清晰地感知到

不同知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知识结构的角度来看，

数学知识本就具有系统性和关联性，主题式教学为学生揭

示了这种内在关联。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

等知识板块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主题式教学引

导学生从整体的视角去审视数学知识，深入探究知识的本

质属性，将分散的知识点构建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知识网络。

这种知识体系的构建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的来

龙去脉，提升对数学知识的整体把握能力，为后续知识的

学习和应用奠定坚实的基础，使学生在面对复杂数学问题

时能够迅速调用相关知识，实现知识的有效迁移。

（二）激发创新思维，提升综合素养

主题式教学为学生营造了一个开放且充满挑战的学习

环境，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思维空间，为学生搭建起多元

探究的平台。在主题情境中，学生所面临的问题往往具有

综合性和复杂性，需要运用多种数学方法和策略来解决。

从思维发展的理论来看，这种问题解决过程促使学生突破

常规思维模式，激发创新思维。学生在尝试不同方法和策

略的过程中，不断挖掘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主

题式教学注重学生综合素养的全方位提升。在解决主题问

题的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运用数学知识和技能，还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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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沟通交流、团队协作、问题分析与解决等多个方面。这

一过程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合

作交流能力，促进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态度等方面的

全面发展，为学生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提供更强大的能力支

撑，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三）增强应用能力，培养实践精神

数学学科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其源于生活又广泛应用

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主题式教学通过创设贴近生活实际的

主题情境，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

应用。从数学教育与生活的关系理论出发，这种情境创设

强化了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学生在主题学习中，将数学

知识与生活实际紧密结合，运用数学思维和方法去解决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这种学习过程不仅加深了学生对数学知

识的理解，更培养了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

力和实践精神。学生通过将数学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能

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生活和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数学

问题，提升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实践能力，真正实现数

学教育的价值，即让学生学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用

数学的思维思考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世界。

三、小学数学主题式教学模式的实践策略

（一）创设情境主题，开启知识探索之门

情境主题创设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恰似为学生开启了

一扇通往知识探索的大门。依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生

的学习是在已有经验基础上，通过与情境互动主动构建知

识的过程。教师围绕教学内容，精心创设生动有趣、贴近

学生生活的情境主题，能让学生迅速融入学习氛围，激发

内在探索欲望。在情境中，学生仿若置身于真实问题场景，

更易理解抽象数学知识，将新知识与旧经验建立联系，开

启知识探索之旅。在“认识图形”教学中，教师创设“欢

乐的图形王国”情境主题。在教室布置上，张贴各种形状

的彩色卡片，悬挂三角形、圆形、正方形的风铃。上课伊

始，教师播放一段动画视频，视频中图形王国的居民们（各

种图形）正在举办一场盛大派对，但派对场地因形状混乱

需要重新规划。学生们瞬间被吸引，纷纷化身“图形小设

计师”。教师引导学生观察教室里的图形，让他们说一说

这些图形的特点。学生们仔细观察后，积极发言，有的说

三角形有三条边、三个角，像尖尖的屋顶；有的说圆形没

有棱角，能滚动，就像车轮。接着，教师让学生分组，用

不同形状的卡片拼出自己心中的派对场地。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们对三角形、圆形、正方形等图形的特征有了更深刻

认识，在情境主题的引领下，主动探索图形知识，开启了

充满趣味的数学学习之旅。

（二）巧设问题主题，点燃思维创新之火

问题主题的巧妙设置，宛如在学生心中点燃一把思维

创新之火。根据问题驱动学习理论，有价值的问题能激发

学生思考，促使其主动寻求解决方案。教师围绕数学教学

目标，设计层层递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主题，能引导学

生深入探究知识本质，培养创新思维。在解决问题过程中，

学生不断尝试新方法、新思路，思维的火花被点燃，创新

能力得到锻炼。在“小数加减法”教学时，教师创设“超

市购物”问题主题。假设超市里苹果每千克 3.5 元，香蕉

每千克 2.8 元，酸奶每瓶 4.6 元。问题一：如果买 1 千克苹

果和 1 千克香蕉，一共需要多少钱？学生们迅速列出算式

3.5+2.8，在思考计算方法时，有的学生将 3.5 元转化为 35

角，2.8 元转化为 28 角，35 角加 28 角得 63 角，即 6.3 元；

有的学生则用竖式计算，小数点对齐进行相加。教师接着

抛出问题二：如果用 20 元买 1 瓶酸奶和 2 千克苹果，应找

回多少钱？这个问题更具挑战性，学生们分组讨论，尝试

列出综合算式 20-4.6-3.5×2。在计算过程中，学生们不断

调整思路，创新计算方法，如先算出苹果和酸奶的总价，

再用 20 元去减。在这一系列问题主题的驱动下，学生们积

极思考，创新思维被充分激发，对小数加减法知识掌握得

更加牢固。

（三）串联生活主题，搭建知识应用之桥

生活主题串联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犹如搭建起一座知

识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桥梁。数学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

将生活主题融入教学，符合数学教育的实用性原则。教师

选取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作为主题，让学生在解决生活中

的数学问题时，感受数学的应用价值，提升运用数学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真正实现知识从课堂到生活的迁移。

在“百分数”教学中，教师以“商场促销”为生活主题。

展示商场海报，上面写着“某品牌衣服打八折出售”“满

200 元减 50 元”等促销信息。教师提问：“八折是什么意

思？如果一件衣服原价 300 元，打八折后多少钱？”学生

们联系生活实际，很快明白八折就是原价的 80%，300 元的

衣服打八折后是 300×80%=240 元。接着，教师又给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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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果有两家商场，A 商场满 200 元减 50 元，B 商场

打七五折，购买一件原价 450 元的商品，去哪家商场更划

算？”学生们纷纷计算，A 商场 450 元可满两个 200 元，

优惠后价格是 450-50×2=350 元；B 商场打七五折，价格

是 450×75%=337.5 元。通过对比，学生们得出 B 商场更划

算的结论。在这个生活主题中，学生们将百分数知识运用

到商场购物问题中，深刻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搭建起知识与生活的应用之桥。

（四）融合学科主题，拓展知识多元维度

学科主题融合为小学数学教学拓展了多元维度，恰似

为学生打开一扇通往知识多元世界的窗户。依据多元智能

理论，学生具有多种智能，不同学科知识相互融合能满足

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在数学教学中，教师打破学科界限，

将数学与其他学科主题有机结合，能让学生从不同视角理

解数学知识，拓宽知识视野，培养综合素养。在“图形的

运动”教学时，教师融合美术学科主题，开展“图形绘画

与运动创意”活动。教师先让学生欣赏一些由基本图形通

过平移、旋转、轴对称等运动方式组合而成的美术作品，

如埃舍尔的《白天与黑夜》。学生们被作品中奇妙的图形

变化所吸引。接着，教师让学生用圆形、三角形、正方形

等基本图形，通过平移、旋转、轴对称等方式，创作一幅

属于自己的美术作品。学生们发挥想象，有的通过平移三

角形创作出一列整齐的小火车；有的将圆形旋转组合成一

个精美的风车；还有的利用轴对称画出对称的蝴蝶。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们不仅深入理解了图形运动的知识，还提

升了美术创作能力，从数学与美术融合的主题中，拓展了

知识的多元维度，感受到不同学科知识融合的魅力。

（五）开展实践主题，培育综合素养之花

实践主题开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如同播下一颗培育

综合素养的种子，终将绽放出绚丽之花。实践活动是学生

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的重要途径，符合杜威“做中学”

的教育理念。教师设计丰富多样的实践主题，让学生在动

手操作、合作交流中，综合运用数学知识与技能，培养实

践能力、合作精神与创新思维，全面提升综合素养。在“统

计与概率”教学后，教师组织“校园绿植调查”实践主题活动。

学生们分组对校园内不同区域的绿植种类、数量进行统计。

他们拿着记录表，在校园里仔细观察、记录。统计完成后，

运用所学统计知识，绘制出条形统计图、扇形统计图，直

观展示不同绿植的占比情况。接着，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如

果要在校园新增一些绿植，根据统计结果，应该选择哪种绿

植？”学生们结合概率知识，分析不同绿植受喜爱程度的可

能性。在活动中，学生们不仅巩固了统计与概率知识，还锻

炼了实践操作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综合素养在实践主题活

动中得到有效培育，如同花朵在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

结语，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主题式教学模式，为数学教

育注入了全新活力与内涵。。作为小学数学教育工作者，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主题式教学模式的巨大潜力，积极探索

创新应用方式，让学生在主题式教学的奇妙世界中，茁壮

成长，挖掘数学潜能，提升综合素养，为未来的人生之路

筑牢坚实的数学根基，为小学数学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贡

献力量，让小学数学教育的花园里绽放出更加绚烂多彩的

花朵。在未来的教学征程中，持续探索主题式教学新路径，

让数学的智慧光芒照亮每个学生的成长之路，培育出一代

又一代热爱数学、具备卓越数学素养的学子。

小学数学主题式教学模式以其独特的教学理念与实践

方式，为小学数学教学改革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活力。通过

独特优势的发挥，以及生本性、整合性、鲜明性等实践原

则的遵循，再加上精准定位、贴合生活、多元手段、小组

协作、合理评价、拓展延伸等实践策略的实施，以及跨学

科融合、信息技术应用、学生自主设计主题等创新探索，

为提升小学数学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在未来的教育发展中，持续探索与完善主题式教学

模式，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将为小学数学教育注入

源源不断的动力，助力学生在数学学习的道路上茁壮成长，

为其未来的学习与生活奠定坚实的数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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