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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很强的目标性认知活动，其有效性是广

大教师的授课目标。有效性教学作为教师衡量教学成功与否的标

准。有效教学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成为学生学

好课程的保证。小学数学课程有效性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1  小学数学教学活动有效性的内涵

小学数学教学活动有效性是指在教学中，老师以各种资

源、手段开展教学活动，使学生短时间内掌握数学知识和计算能

力。有效的数学教学活动要关注小学生的学习动态、学习领域、

数学成绩，最重要的是要探知小学生对数学的整体认知度等综合

情况。

2  小学数学教学活动有效性的实施措施

2.1 研究教材，做好备课工作

要想提高小学数学教学活动的有效性，首先就得掌握教材。

教师在上课之前的备课很重要。教师通过研究教材，可以挖据、总

结概括出学生容易接受的东西，这也是学生上课主要获得的东西，

也能够容易理解并学习。因此，教师对教材的把握，认真备课是

学生能否容易学习接受的第一步，也是教学效果的保证。

2.2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

2.2.1适宜于内容的方法

数学教学系统性很强，教学内容呈现不同的特点，教师可以

根据内容和特点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才能让课堂教学的效果达

到理想状态。例如在学习圆柱体的面积时，可以让学生制作一个

圆柱体，学生在制作的过程中会发现原来圆柱体由两个相同的圆

和一个长方形组成。只要让学生求出两个圆的面积，长方形的面

积，再把它们加起来。学习圆柱体体积时可以让学生带一个圆柱

体的水杯，接满水然后倒进长方形容器，根据水在长方形容器中

的长高宽算出水的体积。算出水在长方形容体中的体积就相当于

水杯这个圆柱体的体积。最后给学生设疑：问如果不拆开如何去

算圆柱体的面积？如何算出生活中你见过的圆柱体的体积？找出

我们算面积和体积的办法公式和书本上算面积和体积的关系？

2.2.2适宜于学生的方法

低年级的学生认知能力还停留在形象思维阶段，对于他们，

教师不能以理论传授为主，而要给他们联系实际，课堂上动手实

践为主，课外多观察，多思考。在同一个班，针对不同的学生也

要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如对于那些爱说话的学生在课堂上应该

以讨论为主，对于那些不爱说话、表达能力不好的应该让他们自

学。教师只有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习才能有数量，有质量。

2.3带动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学习

学习数学本身是一件枯燥的事情，要想让学生学好它，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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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对其产生兴趣。兴趣是让学生主动自觉去学习的关键，

其产生的效果远比教师在课堂上被动传授。如教师可以将一些枯

燥的数学通过游戏，课堂互动的形式，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另外，教师要通过一些心理学策略，让学生对自己有信心，这

样在课堂上也敢于发言，敢想敢做。

2.4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数学学习本身就很难，对于有些学生学起来容易，对于大多

数学生学起来很难。比如一道题有的学生很快就能算出来，可有

的学生得花好长时间，对于这些算起来困难的学生教师如果不及

时帮助，他们就会对数学丧失信心。因此要让这些学生养成好的

学习习惯，遇到难题不退缩，不害怕，用学过的知识去解答，解

答不出来去问教师。养成好的做题习惯是学好数学的最好办法。

2.5让数学课堂生活化

要想让学生从数学课本中获得知识和技能，并且在以后的生

活中能活学活用，讲课时就得和具体的生活实际相结合。现在的

教材中一些东西可能太老旧，不利于学生接受，教师应该结合当

前生活进行教学，及时将书本中的东西和当前生活中的一些素材

有效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学子知识的同时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教

师要经常性发觉生活中的数学。比如一只鸡一天下了一个蛋，5天

下了几个蛋？小江、小红、小勇玩五子棋，总共玩了五次，问他

们各玩了几次？让数学生活化，一可以让学生更容易学习，二是

可以让学生对数学产生兴趣。

3  总结

小学数学跟语文一样作为基础学科，每个学生都要学好它，

教师要教好，学生也要学好，两个必须共同努力。课堂教学的有

效性不仅要在数学中应用，在其他学科中也一样重要。教学活动

讲求有效性不仅能让学生或得该学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还可以让

学生懂得如何做人。提高课堂教学的论题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话题，

用成绩的衡量还是平时表现的记录都将成为未来研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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