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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前，素质教育不断深入推进的形势下，学生的

能力培养成为了课堂教学中的重中之重。在小学数学教

学中，教师要不断探索多元化的创新教学方法，以激发

小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挖掘和开发

孩子们最大潜能，激活孩子们创新思维，老师们应敢于

教学创新，大胆想大胆试，不拘泥于传统的框框架架，

只要有利于教学，可以勇于标新立异，采用不拘一格的

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不断提升学生的各种能力，以此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一、拓展思维，实现策略方法的多样性

在正常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充分尊重学生

的思维。比如对于一个数学问题，教师可以通过一些教

学经验和专业知识，运用自身的思维方式想出一些解决

问题的思路，而不同学生解决问题的思路有可能千差万

别，这些解决问题的思路有对有错。教师需要注意的是

要充分尊重学生的思维过程和思考方式，不要轻易否定

和打击学生，要引导学生朝着正向的方向发展，再通过

思想和观点的交流来实现解题。

二、类比教学方式，提升举一反三解决实际问题

能力

小学数学主要是培养学生对于基础数学知识的学习

能力，因此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数学基础。小学生在对

数字的认知阶段会有一定的误区，会常常分不清 3、6、9。

教师在进行引导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来帮助

学生辨识这些数字，如可以准备一些写有数字的小卡片

来辅助教学。在教学时可以通过多种算法比对，突出数

字的独特性。比如对于 3 和 6，可以出示卡片 3+6 ＝ 9 或

者 9-3 ＝ 6，通过这些来实现学生对于数字本身功能的认

知和区分。一般来说，小学生对于比较难的旧知识，如

果学生长时间解决不了的话，就会产生畏难情绪，因此

做好新旧知识的有效衔接很有必要。教师要在教授新知

识的过程中穿插一些旧的知识，通过新旧知识的融合来

让学生解决一些原来存在的疑难问题，在巩固旧知识的

基础上，学生学习新知识也更容易一些。这也就是类比

教学方法的应用。而这种类比的教学方法不仅对于概念

类型的数学题有一定的作用，还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解

决问题的能力。

三、理论联系实际，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数学是一个注重解决生活问题的学科，教师可注重

在小学生学习理论的同时联系生活实际，鼓励他们将问

题带入生活中来解决。比如，在学习关于价格类型的应

用题的过程中，需要运用到简单的运算，有题为“一辆

大巴可载 43 人，中巴可载 25 人，一班学生共计 66 人，

需大巴、中巴几辆以及如何进行分配”。对于这类数学问

题，有可能学生在进行解决的过程中会遇到空出一人需

要重新包辆车，或者是通过除法计算得出还有几人坐不

上车的问题。因此，教师这个时候就要引导学生将问题

带入现实生活中思考。在现实情况中，包车的目的是让全

班的人都能够去，在不允许超载的情况下，进行车辆的合

理分配，这时候的分配就可以根据实际的座位需要来进行

了。这就是典型的数学问题联系生活实际的解决思路。在

学生学习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数学问

题，由于小学生的认知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完整性，教师要

经常性地在数学问题中穿插一些对于生活常识的讲授，或

者通过生活化的教学方式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四、加强口算练习，多种运算方式的整合

作为运算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口算的地位举足轻

重，唯有把口算能力提升上去了，笔算和估算才会更容

易进行，但也要注意一点，口算能力的强化并非短时间

内便能完成的，日常训练必须抓好，还要渗透于数学教

学的点点滴滴。在口算题目的设计上则要注重针对性，

立足于具体的课程内容，遵循从易到难、逐层递进的原

则，同时注重口算练习活动的多元设置，不要只是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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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问，可以采取的活动形式如下：首先，在正式讲课

前留出两分钟作为口算时间，让学生每人提前出好三道

口算题，学生本身的数学成绩不一，出题类型也五花八

门，学生可以涉猎更多类型的题目，同时由于是由学生

自己出的题目，他们做题的主动性和踊跃性也更高，课

堂氛围很容易被炒热。其次，借助于口算游戏强化练习，

将学生每四人分为一组，其中一名学生负责出题，两名

学生负责计算，谁先计算出正确结果便就可以得一分，

另一名学生来做裁判统计两人的输赢情况，以这样的竞

赛形式可以有效激起学生的胜负欲，带动他们投入到口

算练习当中。另外，口算能够提升学生思维的敏捷程度，

加快运算速度，估算则可以唤醒学生的运算思维，在求

近似值一类的题目中应用更为普遍，因此，除了必要的

口算练习外，教师要注意多种运算方式的整合练习，助

力学生运算能力的整体培养。

五、利用数学模型组织学生操作，培育学生的动手

操作能力

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开展对概念的分析与引导，是具

体知识的学习、理解、掌握得以实现的基础。且就实质

而言，数学概念又是帮助学生理解具体数学知识内涵的

基本工具，其在表现形式上比较丰富，但是，小学生认

知特性差异较大，以致在概念的理解、感知、认识也存

在较大差异。在概念教学时，教师应该给予学生更多自

主操作的空间和机会，并根据不同学生认知现状，科学

引入一些辅助性数学模型，开展针对性指导，以突破思

维定式的束缚，进一步培育学生的思维能力。同时，借

助数学模型，学生的动手操作的意识也会逐步增强，既

提升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又深入理解了数学概念。

例如，在进行《位置与方向》教学时，由于“位置”与

“方向”两个概念都比较抽象，对学生空间想象、思维

有着较多要求，以致采用直接讲授的方式势必难以达到

预期目的。对此，教师可以通过引入数学模型的方式，

以教室为辅助，通过游戏引导学生表述出自己的位置以

及某个同学的方向，还可以引导学生以自己家的住址为

中心，表述学校或者同学家的位置与方向。在丰富多样

的亲身体验中促使学生获得认知迁移与理解提升，培养

学生动手操作能力。

六、加强应用题的过程指导，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题教学是其中的重难点。

往往小学在遇到应用题的时候往往会出现读不懂题意、

找不到思路的情况。针对这样的现象，教师在教学中可

以具体题目为例，引导学生理清解题思路，最终让学生

能够独立自主地解答题目。譬如，以四年级下册第一单

元“四则运算”中的练习三第 5 题为例，这个题的初衷

就是让学生进行方案的比较，选择最佳的出行方案。第

一小题：“成人 6 人、儿童 4 人，哪种出行方式最划算？”

教师首先要让学生意识到得出最优结果的方法：“出行方

式最划算意味着出行费用低，所以首先要计算两种方案

各自的价格，然后进行一个比较，已知成人和儿童的人

数，将数字代入方案进行计算就可以。”在这样的讲解之

后，学生能够理解这道题的脉络，能够以一种直观的思

路去解决题目。当学生再次遇到此类题目的时候，就能

够分析理解题目的要求，并按照规定作答。总之，教师

要加强对学生的思路指导，让学生能够获得正确的解题

思路。同时教师要鼓励学生采用多元的方式解题，从而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七、结语

总而言之，教师在落实小学数学教学教学实践时，

应以学生实际为基础，根据不同教学内容的特点与性质，

设计出具有实践性、探究性、体验性的多元化的教学活

动，并借助诸多数学模型、工具、素材，帮助学生站在

不同角度感知不同数学知识的内涵与实质，以达到提高

课堂效果，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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