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1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前言
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学活动应当根据新课改的要求而不断调

整，注重培养并提升学生的数学综合素养。教师要利用创新型的
教学方式来吸引小学生、引导小学生自主思考、大胆探索，并提
升对学习的自信心，这样才能够提高课堂的吸引力。

1　教学创新的意义
在传统的课堂上，教师提出问题、讲解问题、引入新知识

点，学生学习新知识点，并进行解题练习。这个过程师生之间
的互动比较少，教师很难根据学生的学习反馈调整教学方法。
更无法引导学生深层次思考、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提升学生
的实践能力等。长久的采取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也无法提升学生
对于该课程的喜爱度，学生在课堂上也只是应付型的学习，主
动性不高。而创新型的教学方式，是在考虑学生兴趣需求的基
础上进行的教学设计，能够给学生更多的新鲜感，通过巧妙的
设计能够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性，引起学生自主思考，发展学
生的数学思维，这个过程，学生的主动性更强，学习效率也会
更高。

2　教学创新的路径分析
2.1 基于兴趣需求，情境导入
学生在课堂上被动的听讲是无法学习到知识的，这个过程还

需要学生调动已有知识、朝着一个目标主动探寻，这样才能够
接触到新知识，并把这些知识融入到原有的知识体系中。所以教
师可以在课堂上创设问题情境，吸引学生努力求知。考虑到学生
对游戏、故事比较感兴趣，教师就创建了一个这样的情境。

例如：在学习圆的认识时，教师设置了一个寻宝活动的情境：
在大森林里，小动物们组织了一场寻宝活动，在最后一个环节里，
小兔子先拿到了提示纸条。纸条上写着，钻石离你的右脚只有两
米。现在大家看一看我分发下去的纸张，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红点，
这就是小兔子的右脚，如果寻宝活动中的一米代表着纸上的一厘
米，那么大家能够画出宝物的埋藏范围吗？你可以通过这张纸表
示出来吗？

教师把圆的知识蕴含在了这个解决问题的情境中，让学生自
主的探寻问题的答案，自己尝试找到钻石的位置。学生解决这个
问题的过程就是提炼抽象数学知识的过程，也能够更深刻的了解

“圆，一同中长也”的含义。[1]

2.2 巧用信息技术，创建互动课堂
一个完美的教学活动，应当是在师生互动的情况下共同完成

的。教师要善用课堂这个主阵地，精心的设计课堂内容，加强与
学生之间的互动，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这样课堂才会有更多的生
机以及活力。这要求教师要更加关注学生，多给学生留一些自主
尝试、自我表现的机会。电子白板是近些年来在课堂上，应用频
率较高的辅助工具，能够以图片化、动态化的方式呈现知识，为
学生提供更丰富的素材，教师可以充分的利用电子白板，来吸引
学生集中注意力探究新知。

以角的初步认识为例，教师提前准备一些平面图形：长方形、
圆形、正方形等。之后，借助聚光灯功能，把这些图形遮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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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一个角。让学生通过这个角联想一下可能是哪些图形？并根据
学生的回答一一的揭露答案。这种方式能够让学生更加兴奋，
更加主动的思考，也能够迅速的进入到学习情境中。

此时，教师又准备了一些图片，图片里有路灯、剪刀以及
自行车等，这些实物图都有角。教师让大家回答，哪些地方有
角，角的名称又是什么？并根据学生的回答，利用批注功能画
出这些角，标上不同的名称以及颜色。也可以直接让学生自己
举手上前标注。这个过程大多数学生都跃跃欲试，平时回答问
题不积极的学生也想要努力的回答问题。这不仅增加了师生之间
的互动，也让学生掌握了学习的主动权。[2 ]

2.3 营造学习氛围，鼓励学生质疑
就教学实践情况来看，大多数学生都是缺少质疑能力的，

或是不敢问教师，这既无法提升教学质量，又无法培养学生的
质疑能力。为了让学生在质疑的基础上大胆发问，教师要充分
发挥自身的引导作用。在班级内部建立平等互动交流的关系，
多与学生沟通，让学生大胆的发问，不论对错，讲出自己的想
法。如果经过教师的引导，学生讲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或是
提出了质疑。教师必须积极回应并给予学生一定的鼓励，让学
生明白，教师欢迎学生的质疑和不同的想法。这样学生才能够
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大胆的质疑、提问。

以百分数的应用为例，教师给学生准备了一些可以探究的素
材。别让大家回答，如果 A 是 6，B 是 4。能不能根据这两个
数字，结合今天学习到的内容，提出问题呢？学生经过自己的思
考，大胆地提出了一些问题：A／B是B／A的百分之几？但有一
名学生提出了和大家不太相同的问题：A+B又是多少？

这个简单的问题遭到了其他学生的嘲笑，但教师快速反应顺
势引导告诉大家，虽然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也没有直接参考今天
的知识点，但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提出更多与百分
数相关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基础，大家离不了它。

经过教师的鼓励，很多学生瞬间打开了思路，提出了更深入
的问题：如果把A和B加起来，那么A／B是和的几分之几呢？

教师通过肯定学生的质疑行为，让学生体验到了提问以及质
疑的乐趣，在今后的课堂上，也会更加大胆质疑、提问。[3]

结 语 ：
总之，教学创新既能够提升课堂质量，又能够提高教师的

教学水平，所以教师要积极的进行教学创新，考虑学生的需求、教
学目标、教学要求等多个方面，创新教学形式，引导学生思考、发
展学生多方面的能力，这样才能够提升学生的数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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