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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如今，在我国小学数学学科的教学活动之中，“每日一

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小学数学教师的重视，并且应用于实
际的课堂教学活动，其原因是“每日一题”的教学策略能够保
证数学教学的顺利开展，还能够充分调动小学生群体学习数学的
积极性，培养小学生群体对数学知识的兴趣，提升小学生群体
的数学学习效率，更能够保证小学数学教师的教学效率。“每
日一题”的实施目的,更是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小学生群
体的发散思维，活学活用，真正提升其综合素质。

1  将每日一题与情境教学相融合
教学情境的创设，不仅能够有效引导小学生群体进入数学这

个庞大而有趣的世界，还能够有效培养小学生群体学习数学这一
学科的兴趣，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在实施“每日一题”的时候，
可以融合情境教学的方法，促进小学生群体进行思考，逐渐形
成良好的学习数学的习惯。

无论是情境教学，还是“每日一题”，都要与小学生群体
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便于小学生群体进行理解。例如，1 个
大的包装盒可以装下4个小的包装盒，一个小的包装盒可以装下
5个大苹果，所以2个大的包装盒能装下多少大苹果呢？在讲解
题目的时候，教师可以运用图示法进行，首先教师利用图示法
引导学生们思考，然后引导学生们运用已经学到的乘法口诀进行
计算，由此得出：一个大包装盒能装下的大苹果数量为4×5=20
个，所以可以得出，两个大的包装盒能装下的大苹果数量为20×
2=40个。在上述解题过程中，学生们的逻辑思维得到启发和培养。
与此同时，教师还要随机抽取学生来到讲台上，讲解自己的解题
方法，以此来巩固已经学习的知识点。

2  利用每日一题发散学生的思维
数学学科的学习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用坚实的基础日积月

累，如果没有打好以往学习的基础，小学生群体在学习新的数学
知识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困难。主动学习知识才能够积累知识，因
此小学数学教师应当合理运用“每日一题”，帮助小学生群体发散
思维，使得小学生群体在遇到数学问题的时候，能够更准确地分
析和解答。

例如，在解答数学题100+（35－23）的时候，首先要注意数
学题当中的括号部分，如果括号外面的符号是加号，那么即使括
号被去掉，括号里面的符号也不会发生变化；如果括号外面的符
号是减号，那么括号里面的符号要进行变化，变为减号。基于此，
学生们会得出以下结论：括号前面是加号，去掉括号不变号；括
号前面是减号，去掉括号要变号。教师在讲解这道题的时候，目
的并不是要学生们求得正确结果，而是在求得正确结果的同时，
让学生们牢牢记住解答此类题目的规律，让学生们以后遇到类似
题目的时候得心应手，不会出现错误。学生们在牢记解题规律以
后，会进行思维的发散，从而真正学会数学知识。

3  每日一题使课堂角色发生反转
素质教育的课堂，是将学生作为主体的课堂，传统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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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每日一题”是我国小学数学教育当前沿用的、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在“每日一题”进行的过程中，小学生群体不
仅可以巩固已经学到的数学知识点，还可以学习新的数学知识点，获得与数学学科相关的课外知识，在更具深度和广度的课堂教学
之中，潜移默化地增长学科素养。“每日一题”可以使小学数学教师的教学目标顺利完成，同时为后续的教学活动打好基础。“每日
一题”的核心指导思想是素质教育，充分调动小学生群体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在小学数学课堂中的实施，无疑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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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教师为主体的课堂已经成为历史。在课堂的主体角色发生变
化以后，“每日一题”的开展变得更有意义，小学生群体能够
在解答题目的过程中，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数学学科，潜移默
化地形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

例如，商店新进了一批袋装糖果，第一天卖出整批糖果的
一半，第二天又有剩下的一半被卖出，最后还剩下 6 袋糖果，
请问商店最开始进了多少袋糖果？教师讲解题目的时候，可以采
用画图法，分别用空心图形和实心图形，表示没有卖出的部分
和已经卖出的部分，让整个题目更为直观，促使学生们发散思
维。然后教师将全班学生分成小组，让小组内讨论题目的解决
方案。在讨论结束后，由于学生们主动讨论，得出不同的解题
方法，第一种方法为6+6=12 袋，12+12=24 袋；第二种方法为
6 ×2=12 袋，12 × 2=24 袋。学生们由此发现，主动思考与讨
论可以获得更多的解题方法，对数学的兴趣自然变得更浓厚。

4  每日一题实施后可以提升教学效率
数学这一学科具有抽象性，要求人们运用逻辑思维，因此

数学可以说是小学阶段的一个教学难点。小学数学教师在运用
“每日一题”之后，不仅使小学生群体的学习效率呈现明显的
上升趋势，还帮助自身的课堂教学进行更为顺利，获得更高的
教学效率。其原因是“每日一题”兼具学习和复习两种功能，小
学生群体在解答题目的过程中，要用到以往学过的数学知识；在
解答题目以后，小学生群体又学习到新的数学知识，下一堂课开
始以后，上一堂课甚至很久以前学习的知识点还会出现，真正让

“温故而知新”变为现实。“每日一题”帮助小学生群体打下坚实
的数学基础，数学课堂的效率也变得更高，小学生群体数学成绩
的提升，不再成为困扰教师的难题。

5  结论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助力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素

质教育逐渐取代了以往沿用的应试教育，为我国的教育领域带来
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每日一题”的出现，与我国素质教育的发
展息息相关，在“每日一题”的开展过程中，小学生群体成为课
堂教学的主体，会更加积极地学习数学学科，逐渐养成自主学习
的良好学习习惯，用发散性思维去面对不同种类的数学题目。不
仅如此，小学数学教师的教学活动得以顺利开展，教学效率获得
显著提高。小学阶段是一个人学习生涯的基础，“每日一题”帮助
小学生群体学好数学，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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