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32020 年第 2 卷第 1 期 方法展示

关于提升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效果的途径分析
邹春玲

（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第二实验小学，江西 吉安 331409）

摘要：如何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其数学素养以及综合能力得到全面提升是数学教学的根本所在。因此，

作为一名数学教育者，我们应当不断优化教学模式，致力构建高效化数学课堂，切实发挥数学育人优势。本文就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效果

的提升途径做了分析，以期能够为广大教师提供一些新的教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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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生而言，其数学知识的学习，不但是扩展数学新知和

掌握算数技能的过程，同时也是提升自身逻辑思维的过程。所以，

我们有必要对教学模式加以创新，引入更多趣味性和实效性的教

学方法，促使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体悟到数学知识的内涵精髓，

为其数学素养的提升以及在未来取得高层次发展做好奠基工作。

一、革新教学方法，激发数学兴趣

兴趣是进行学习活动的不竭动力。通过教学实践我们能够清

楚的发现，只有在浓厚兴趣的驱使下，学生才会更加热情地参与

到学习中来，进而发散自己的思维与才智，获得学习有效性的提高。

在以往的教学中，很多教师常常采用填充式或说教式的教学方法

进行数学授课，极容易消减学生的数学兴趣，使得教学效果大打

折扣。而如何把握好兴趣这条教学主线，也成了当前各教育者关

注的重点。事实上，激起学生数学兴趣的途径有很多，关键是要

分析学生的学习实情与特点，做到教学模式的革新。

例如，针对学生数学思维意识不足的情况，我们可将信息技

术渗入课堂中来，运用图片、音频与影像等方式，将抽象性的新

知加以形象化展现。如在讲授图形运动知识点时，可发挥信息技

术直观化的教学效能，展示一些轴对称图片、物体旋转或平移运

动的影像等，让学生能够立体化地感知到其中的真意，从而推动

其思维的发展。又如，我们也可将竞赛法与数学教学进行深度融合，

如讲授四则运算知识点时，我们可依据教学内容，设计诸多计算题，

指引学生进行抢答，从而为课堂注入更多趣味性与活跃性元素，

促使教学效果得到良好地提升。

二、引入生活元素，强化应用意识

小学数学是学生自己的数学，是其街头数学以及生活数学的

延伸。学生接触数学的途径绝不仅限于课堂，他们在校外、在家

中同样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数学问题。我们常说，数学来源于生活。

这也提醒我们在教学时应当对教学内容中的生活元素加以深挖，

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的数学新知去看待生活实例或处理生活问题，

进而将数学知识巩固和内化，变为自身的终身能力。

例如，在讲授《小数加减法》时，我们可改变从定义出发的

教学方式，将视角放入生活事例之中，与学生一同探讨“一支圆

珠笔 1.2 元，一块橡皮 0.5 元，买 3 块橡皮和 4 支圆珠笔花费多少

钱？”“小明有 6元钱，如果他买 3块橡皮和 4支圆珠够不够？”

等问题，从而在激起学生学习和计算兴致的同时，树立他们生活

化与实用化的学习意识，推动其数学素养的发展。又如，在讲授《条

形统计图》时，我们可依据教学内容，指引学生将班内个体的家

庭人数、爱好、属相、年龄等生活中的数据作为参考对象，进行

条形统计图的制作练习。如此一来，不但能增添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同时也能以生活化的数学练习巩固学生的数学认知，提高他们的

学习有效性。

三、开展小组合作，发展自主能力

通过对新课标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了解到，数学教师不但要

重视新知识的传授，同时更要致力于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为了

落实这一理念，我们可将当前较为时兴的小组合作引入课堂中来，

指引学生以合作的形式进行数学知识的学习与钻研，从而在真正

意义上将其推至教学主位，激发起学习的自主性，推动教学效果

的提升。

例如，在讲授长方体的知识点时，我们可秉行同组异质以及

异组同质的原则，在班内组建多个数学小组。其中，每组不但要

有优秀生，同时也要有潜力生和中等生，以此来构建相互分享、

相互学习和共同提升的课堂环境。然后，我们可布置“制作长方体”

的小组任务，指引各组运用竹签制作长方体模型。接着在各组制

作完成之后，我们可指引各组观察并讨论模型长、宽、高之间的

关系。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能够对本章节知识点形成深刻的

认知，推动其数学思维的构建，发展其自学能力。

四、鼓励学生质疑，增强数学效果

客观地说，质疑作为学生思维发展的过程，不但能推动其新

知的巩固和内化，同时也能促使他们的学习能力得到充分良好地

培养。因此，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也要重视学生质疑意识的激发，

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例如，在讲授比例分配的知识点时，我们可引入一道计算题：

“某学校计划在春天植树 100 棵，并打算将此任务分配给五年级

和六年级两个班，该怎么分？”经过思考之后，大部分学生都会

同意五年级与六年级各植树 50 棵。接着，我们可再次追问：“如

果按人数来分呢？”并给出条件：五年级有45人，六年级有55人，

以此来引发学生的质疑。学生经过分析之后，很快会得出：六年

级 55 棵，五年级 45 棵的结论。这时，我们在再适时的引入比例

分配的知识点，便可在深化学生比例认知的同时，增强其数学效果。

五、结语

总之，教无定法，若想实现数学教学效果的提升，关键还得

看教师自身的观念、方法与素养。我们在日常授课时，应当实现

自身教学观念由传统向新式的转变，不断发散教育思维，勇于方

法创新，致力创造效率性课堂，从而为学生数学能力的提升以及

终身良好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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