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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丰富课堂活动，发散学生的思维
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首先

就要活跃课堂氛围，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良好的环境，发散
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学生积极思考。小学
数学教师要重视活跃课堂氛围，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比如，在学习“认识数字”的内容时，教师首先可以利用多
媒体展示数字图片，激发学生对数字认识的兴趣，加强学生对
数字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能够加深学生对数字的记忆。教师
可以给出几个既定数字，然后让学生观察既定数字的规律，依
据观察的规律进行填空。通过这种方式，增强课堂教学的丰富
性和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数字的认识，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提高奠定基础。

2  利用问题情境教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小学数学教师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时，可以加强问题情

境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利用问题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和探究，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从而逐渐推动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
惯，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比如，在教授“加减运算”
的内容时，教师可以结合生活情境提出问题：“假设你们在超
市买玩具，其中1 号玩具5 元钱，2 号玩具10 元钱，3 号玩具
15元钱，那么同时购买这三个玩具需要多少钱呢？如果你父母只
给你21 元，那么你会怎样选择呢？你购买之后还会剩余多少钱
呢？”通过设置问题，使学生能够结合日常生活进行加减运
算，而且逐渐了解和掌握加减运算方法。同时，通过问题情境
的构建，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探究，逐渐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水
平。

3  加强合作教学，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
引导小学生进行合作学习能够促使学生在合作过程中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促使他
们主动进行思考和探究。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
可以积极采取合作教学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比如，
在教授“圆的周长”的内容时，教师可以进行实验教学。首先，准
备好实验的材料，包括大小相同的圆形纸片、一把直尺、一根线。
然后，教师对学生进行分组，确保每组学生的学习水平层次具有
差异性，促进学生之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最后，让各小组合
作测算出该圆形纸片的周长。分组讨论的教学方式能够加强学生
之间的交流和自主思考，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良好环境，然后
让学生在相互探讨中发现规律，掌握数学知识和学习方法，从而
提高学生的自主思考、自主探究能力，推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
形成。同时，通过合作实验，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合作
能力。

4  采取多样化的评价方式，积极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提高小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还需要教师加强对学生的评

价，积极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自信心，为
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提供动力。教师在教学时要加强对学生学习情
况的关注，可以从课堂表现、作业情况以及与学生的沟通情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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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面来了解学生的学习程度，针对不同的学生给予相对应的评
价，对于学习情况较好的学生予以表扬，对于学习情况较差的学
生给予鼓励。同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加强学生
对自我学习情况的掌握，了解自我学习中的优势和不足，增强学
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成效。

5  分组讨论，培养自主学习的
能力小组教学辅导是一种将整个班级分为几个学习小组的教

学模式，学生可以独立学习，教师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提
示、指导和评估。课堂教学从学生的自学始，当学生在学习中
遇到问题时，首先保留问题，然后将问题带到学习小组进行讨
论和交流。教师应深入每个学习小组进行讨论，并提供必要的
启示和建议，引导学生在解决重点和难点的过程中要以课本的知
识为依据。通过分组讨论的方式可以增加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
让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教师在此过程中不应使用标准化的要求
来限制学生的思维。在分组讨论中学生之间可以自由交流，教
师和学生之间也可以创建多维的交流空间，使教师更加了解学生
的学习情况。讨论式学习不是放任自流，必须有一个特定的探
索方向，让学生真正发挥协作学习的作用，真正调动学习主动
性和积极性。简而言之，要在数学的课堂上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思想的转变。

6  适当提出问题，增加学习兴趣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对许多新事物感到好奇，但是当要他

们提出问题时，往往不知道要问什么内容。有些学生提的问题
本身并不符合逻辑，这就需要教师善于引导学生提问，并给予学
生建议，提高他们提问的能力。首先，教师应引导学生熟悉知识
点，并在运用知识时提出问题。将问题和所学的知识点进行结合
是一种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教师可以指导学生从与新知识有关
的几个知识点中学习新知识和提出新问题。其次，教师应帮助学
生在知识的层面上猜测结论并提出问题。猜测基于主观意愿和知
识，可以大胆猜测，它调动了学生的知识储备，并允许学生猜测
知识的整合点。最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在不理解的地方提出问题。
为了获得新知识，教师应该让学生持怀疑态度，不断探索问题的
本质。解决问题后，教师应让学生判断该方法是否正确以及是否
可以用于解决其他问题等，以提升学生的学习迁移能力，有助于
学生在数学的学习中体会到探索的乐趣。

7  层层推进，有效展现，提升学习动能
现行使用的教材通常简单明了，有些问题只要求学生得到最

终结果。同时，课本中的习题也不乏深刻的数学意义。例如在学
生了解小数的含义和性质后，让他们回答教材图片中的问题，加
深理解数字轴上的小数点后一位的含义。如果采用传统方法，学
生将无法从问题中得出深刻的数学思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
改进教学设计，运用创新的教学方法逐步解决问题，逐步优化过
程，帮助学生体验和理解，加深理解并实现新旧知识的有效沟通。
在这种教学实践活动中，学生可以在知识层次结构显示信息的过
程中深刻理解数字线上整数和小数的基本特征和方法，并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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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数的理解从直观的水平提高到半抽象的水平，进而有效提高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8  敢于提问，培养探究意识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为学生创设和谐的学习环

境，让学生敢于提出问题，哪怕问题不合理，甚至是天马行
空，教师也要鼓励学生勤于思考，敢于提问，保护学生求知的
欲望。同时，教师要教会学生寻找问题的方法，让学生在思考
的过程中有问题可问，并引导学生探究问题，如果他们能积极
思考进而能够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会极大地促进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

例如，在教学《长方形面积的计算》一课时，教师先让
学生准备了12 个边长为1 厘米的小正方形，让学生分组操作，
将小正方形拼成一个长方形并计算面积，学生经过小组讨论后，
将12 个正方形摆出了三种长方形：第一种长是12，宽是1；第
二种长是 2，宽是 6；第三种长是 3，宽是 4。这时，教师让
学生针对面积提出不同的问题，有的学生提出：“新的长方形
面积和小正方形面积有什么关系？”有的学生提出：“三种不
同长方形的面积相等吗？”有的提出：“长方形的面积和什么
有关系？”学生开始了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他们畅所欲言，
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有的学生说和长有关，有的学生说和宽
有关，还有的说和小正方形的个数有关，，教师让学生自己动
脑思考，动手计算，最后经小组讨论、归纳，总结出长方形
的面积可以直接用长乘以宽来计算。

案例中，教师留给学生思考问题的时间，让学生敢于提
问，并留给学生探究的空间，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不同的
问题及探究方式，让学生体会到探究学习的乐趣，逐渐培养学
生的探究意识。

9  课前预习，感受数学知识

在小学阶段课前预习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将要学
习的知识内容，让学生对不懂的知识有重点地听讲并提出疑问。
在预习时，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能力及教学内容，按照由浅入
深、由易到难的顺序，循序渐进地带领学生预习，帮助学生规
范预习模式，引导学生将教师的学习方法转化为自身的学习方
法，让学生在预习中发现问题、寻找答案，这有利于激发学生
的求知欲望，感受数学知识的魅力。

案例中，教师从预习角度对学生学法进行指导，能让学生
的预习有明确的目的，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能帮助学生养成良
好的预习习惯，有利于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提高课堂教学
质 量 。

总之，小学数学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不要一味地对学生
进行知识灌输，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自主探究，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
力，推动学生的良好发展。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
要加强教学能力的提升，加强问题情境教学，激发学生的积极
性，加强合作教学，引导学生在合作中进行探讨和学习，还要
注重对学生进行积极、有效的评价，从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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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自觉追求，养成正确的家国情怀，例如，
学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可以围绕着考研、就业、出国、
创业、恋爱等方面，加强对大学生的生活教育、职业教育、人文
教育，通过经典的案例，使大学生珍爱生命、珍惜生活、学会感
恩。积极邀请知名校友到学校进行宣讲，弘扬社会正能量，使优
秀事迹深入人心，关注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痛点问题，及时解决
宿舍班级内存在的矛盾，舒缓学生的心理压力，为学生排忧解难。
此外，高校也要结合具体的专业特色，明确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知
识结构的差异性，开展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在
管理文科学生时，相对而言，文科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
解面更加广、层次更加深，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要鼓励学生进行广
泛思考，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生活之间的作用，引导学生
以更高的维度去看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而
理科的学生思维偏向于逻辑性和顺序性，因此教师在教育过程中
应该扩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性，有选择性的进行教学，
确保教学的有效性、针对性。

4.3完善日常的实践教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是爱国，诚

信，敬业，友善。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因此教师要注重社会实
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落入到实践生活中，降低学生
的理解难度，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生活，在实际的社会生活
中，明对错，辨真伪。利用建军节，建党节，劳动节，三八妇女
节等重要纪念日，引导学生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增加时代的厚
重感，提高德育教学的感染力，加强对于学生的文化教育，在

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与政治觉悟。
例如，高校可以定期组织志愿者活动、社会调查、实习等

多种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自身感悟，增强自身的
理念。高校要充分发挥顶岗实习对于学生敬业精神的培养，顶岗实
习是学生到真实的岗位中去锻炼，在此过程中加强学生对于本职业
认识，将理论与知识结合起来。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培
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更要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只有拥有良好的道
德水平，才能够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项工作。提高学生的整体德育
素质，使学生获得开阔的视野，树立平等多元的价值观点。

5　总结
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

摇篮，要明确立德树人的基本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大学生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明确学生存之间的个体差异，强
化社会实践，达到预期的人才培养目标，帮助大学生拥有一个
正确的价值观点和职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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