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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如何有效进行小学数学中平均数的学习 

朱佳 
（常熟市世茂实验小学  江苏  常熟  215500） 

摘  要：当前教育体系正在迎来变革，传统的教育方式逐渐被新的教育理念所取代，新的教学方式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教学质量持续

上升，因此对于教学方式的探索是当前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方向之一。在“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中，有关于平均数的教学任务，本

文就小学数学平均数的教学进行探究，讨论提升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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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阶段，小学数学的教学是对学生数学思想的启蒙，但

是由于这个时期学生的理解能力有限，传统的教学方式显然不适

合小学时期平均数的教学。纵观小学数学教学，平均数作为小学

数学中的难点，其教学方式也是一直被一线教师所讨论，如何有

效进行小学数学平均数的教学成为了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重点内

容。在进行平均数的教学时，教材涉及的内容不仅对于学生的理

解能力有着一定的要求，而且其学习的过程也比较的乏味，在进

行学习时常常伴随着大量的计算练习，这对于学生的数学学习热

情也是具有比较大的消磨。因此，在提升小学数学平均数教学方

式的探讨中，其教学方式设计的重点往往是针对学生学习兴趣的

提升。在小学的教学中，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决定其学习效率的重

要因素，学生如果对于某一部分的学习产生了比较高的兴趣，那

么学生的学习效率就会得到显著的提升。本文针对小学数学中平

均数的教学设计进行探讨，提出相关提升教学效率的几点拙见。 

一、熟知学习重点以及难点 

在小学数学的教学中，教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小学阶

段学生自我控制能力比较的低，并且没有形成成熟的逻辑思维能

力，基本上都是教师在带领学生进行学习任务，因此教师对于教

学内容的把控往往决定着教学质量的底线，如果教师连教学内容

的重点以及难点都搞不清，那上课效率会非常的低。因此教师在

进行课程设计之前，应当针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刻的理解，只有教

师先理解，才能够将自身的理解传授给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

学生才能有目的有目标的进行学习。例如在“苏教版”小学教材

有关平均数教学的内容中，最先面临也是最重要的教学难点就是

有关平均数的定义，因此教师在进行平均数部分教学时，教学的

重点就是让学生明白什么是平均数[1]。 

二、丰富教学课堂内容 

要想提升学生对于平均数的学习效率，主要的一点就是调动

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丰富的课堂内容来启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运用灵活的教学方式来引导学生对于学习内容的理解。在进

行教学时，教师可以通过举例的方式来引入平均数的定义。例如，

教师在引入定义时可以设计问题，问学生“小齐同学和小欣同学

的套圈水平，谁更高一些呢”，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来引发学生

的思考，提升学生对于平均数的兴趣，在得到学生的回答后，教

师应当将答案引导向平均数的定义上来。同时，教师在进行问题

引导时，应当选取多种不同的问题进行多方面的引导，使得学生

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问题，上个问题是把多个物体平均分成不同的

份数，教师还可以这样问“小华在阅读一本书，这本书有八十页，

小华四天读完，小华一天读多少页”，这种就是把一个数分成几

份的问题，虽然两种问题类似，但是确实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解

决问题，对于学生的理解是非常有帮助的。 

同时在丰富教学课堂内容时，针对重点难点问题的内容更是

应当精心设计，通过有效的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在引入平

均数的定义之后，教师应当趁热打铁带领学生进行相关内容的探

索，教师可以准备玻璃杯，往玻璃杯里倒入不同高度的水，可以

是两厘米、三厘米、五厘米和六厘米四种不同高度，询问学生四

杯水的平均高度是多少，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教师在引导学生

讨论时可以给予适当的指导，比如提示学生“平均高度可能不是

四个杯子里任何水面的高度”。在学生进行讨论之后，选择学生

回答问题，让回答问题的学生直接去进行操作，将四个玻璃杯中

的水调整平均，学生通过自己讨论以及动手操作可以很快的提升

对于平均数的理解。最后，教师应当对于教学内容进行及时的总

结，帮助学生巩固学习到的知识[2]。 

三、开展多样性的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的设计也是提升学生学习效率以及学习兴趣的有

效手段之一，良好的教学方式设计可以帮助学生迅速理解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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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促进学生将学到的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在设计教学

方式时，教师可以将所学的内容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帮助学生理

解，例如在进行学习时，教师就可以提问学生“植树节我们要去

植树，学校分发给我们班级十棵小树苗，那么我们班级要怎么分

组呢”，通过这样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式，学生很快就能理解

平均数的定义。在进行简单的引导之后，教师应当适当的增加出

题的难度，使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技巧，情境问题就是一种有效

提升学生理解与思维的方式，教师通过设计不同的问题情境来帮

助学生进一步理解问题，在设计问题情境时，教师要适当的增加

题目的难度，带领学生向着更深层的方向探索。 

例如这样一道应用题：学校绿化一共购置了 1600 棵树，我

们学校的工人叔叔种了八天时间，完成了植树任务的四分之一，

那么按照这个工作速度，种完树一共需要多少天时间？这种问题

是比较有难度的，同时解决方法也是多样的，在经过学生思考之

后很快就能得到计算方法，大多数学生计算的方式是先求出已经

种了多少树，再求出平均每条种多少树，最后得出需要用多少天，

但是可能会有一部分学生直接把八天的时间乘四，得到了答案三

十二天，教师就可以利用这两种得到答案的方式来让学生思考两

种解题方法的不同，让学生不仅理解了平均种植数量怎么计算，

同时让学生理解了平均工作速度，教会学生通过不同的角度思考

问题。 

四、带领学生实践，增强学生的理解 

在小学阶段，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比较低，其思考问题的方

式具有一定的具象性，但是在学习中，小学生具有较强的认知能

力以及模仿能力，因此来说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针对平均数

方面的教学，通过带领学生进行实践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在小

学的学习生活中，游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教师可以通过学习

与游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践教学。跳圈是当前小学生的游戏之

一，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跳圈游戏，首先将班级里的男女生分

开，分别开展跳圈游戏，在进行结束完跳圈游戏之后，教师将游

戏数据记录下来，作为实践学习的素材给学生们展示，问学生男

生与女生之间进行游戏时，哪一组的跳圈更加的精准，这样很容

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热烈讨论，然后教师再接着问学生，要将自己

班级的成绩与别的班级的成绩进行比较，应该怎么比较呢？学生

在高涨的学习热情中会积极的回答问题，但是回答的答案可能不

准确，教师面对这样的情况不要立即去纠正，应当继续让学生之

间进行讨论，通过学生之间的讨论让答案不准确的学生认识到自

己哪里计算出了问题，这种方式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应用能

力。 

再者，探索的过程对于学习也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小组讨论

是探索的重要过程，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时，应当根据

学生的情况分成若干小组，确保每个小组男女生都有，小组之间

的平均思考能力差不多，每个小组里有思维活跃的学生，也应该

有思维不是特别活跃的学生，通过学生之间的小组合作以及小组

谈论，使得思维能力较强的学生带领思维能力差一些的学生共同

进步，使得全班都能够有较大的提升，同时小组之间的讨论还能

够为学生提供不同的思考方式，学生在接触了多种思考方式之

后，对于以后独立思考问题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平均数的学习就

是对于其定义以及应用理解的过程，通过小组合作探索讨论，就

可以加深对于其的理解[3]。 

五、合理设计课程作业 

在平均数的学习中，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而有效加深理解的

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课程作业来让学生练习，但是教师在设置课程

作业时不能单单的布置大量的习题，这样会导致学生降低对于作

业完成的热情，有的学生甚至会应付作业，当然习题的练习是不

可缺少的，教师在布置一些习题的同时，可以布置一些不同的作

业，例如让学生去发现实际生活中用到平均数的例子，并且记录

并计算下来，下节课作为例题来为学生进行讲解。这样让学生自

己去探索的作业并不会让学生感到枯燥，学生也会非常有兴趣去

完成。作业布置方式应当是多样化的，其目的应当是让学生加深

理解。 

六、结语 

在小学数学平均数的教学中，要想提升其教学效率，首先教

师要紧紧抓牢课程中的难点与重点，正确的引导学生进行学习。

再者，最主要的是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丰富的教学内容将

学生引入到平均数的教学中来，开展多样性的教学方式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将课程内容与实践相结合来加深学生对于学习内

容的理解，最后通过多样性的课程作业来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知

识，进而提升学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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