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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兴趣  点亮数学课堂
刘　亮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铁路第一小学，吉林 白城 137000）

摘要：本文分析了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就如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使学生不仅“学会”而且“会学”“会研究”“会创造”，

提出了“主体参与型”教学模式并对其理论建构、基本内容、具体操作及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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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体参与”型教学模式的理论建构

（一）弗赖登塔尔的再创造教学理论

弗赖登塔尔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他认为数学

学习主要是“数学化”。按照他的观点，这个“化”的过程必须

是由学习者自己主动去完成，而不是任何外界所强加的。“主体

参与”型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模式，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

为本，让所有学生充分参与教学活动，给所有学生以充分表现智

慧与才能的机会，从而培养学生的自我发展能力。

（二）现代教学价值体系论

使学生获得知识、发展能力、形成良好品格和掌握科学合理

的方法是现代教学的基本价值。即教学具有知识价值、能力价值、

品格价值和方法价值。这些基本价值的实现应是学生主体的需要，

而教师则要在教学活动中满足学生的主体需要。

（三）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学习观

人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主体参与”型小学数学教材教法课

堂教学模式就是建立在学生求知欲的天性上，给学生提供一种愉

快的环境气氛，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充分理解和尊重学生，使学

生的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有效地统一起来，使他们的兴趣、爱好

能得到最大的发挥。

（四）“给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学观

教师不仅要使学生“学会”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学生“会学”

知识。“主体参与”型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模式给学生提供了一个

多钟器官协同活动的机会和条件，创设了一种促进学习的氛围，

使学生知道如何学习，并对教学过程适当调控。

二、基本内容

“主体参与”型小学数学课教学模式是运用课堂教学结构理

论，构造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心理特点、学科教学特点与规律，

以激发学生学习内驱力、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前提，

以创造性思维训练激活思维、发展元认知能力为重点，以坚持双

主体二元互补为原则，实现以学生爱学、会学、善学，发挥学生

主体潜能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模式。

“主体参与”型课堂教学模式的核心是以教师的主体引导、

促进学生的主体参与，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使学生的参与水平

达到最佳状态。其中“主体引导”的核心思想是以教师为主导，

利用各种手段引导嘘声自主学习。而不是被动接受。让学生在参

与中得到发展，在发展中积极参与。只有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主

动去追求，主动去获得，学生的主动性、长造型才能进入最优化

的境界，并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和提高。

“主体参与”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操作行为。落实在教学

上就是一种学生活动的实现过程。“参与意识”是学生全身心地

投入并参与教学活动的自觉意识。这里包括学生主动参与教师安

排的一些显性活动，如研究性学习、讨论问题等。但是更大程度

上是指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隐性思维活动。“参与水平”是指学

生的思维层次和思维水平。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灵活性、独创性、批判性、敏捷性表现了学生的参与水平。

三、具体操作

1. 阅读教材。这一环节利用学生的课外时间完成。旨在调动

学生的主动探索精神，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为使阅读成为

一种有兴趣的活动，在阅读前教师要编拟一组思考题，问题的设

计要切中知识的重点、学生认识的盲点、理解的难点，既不令人

费解又不要过于浅显。

2. 相互交流，主动参与。这一环节是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

生间的相互交流。在每节课的开始，教师根据自学提纲提出问题，

让学生到讲台上以教师的角色谈自己的见解和疑点，并让学生自

己提出问题，相互解答，相互评价。

3. 精讲要点，掌握知识。这一环节是教师针对学生在交流过

程中暴露出来的、在认识上带有普遍性的偏差、误区的问题进行

评价。强调重点，揭示知识结构网络，总结学生的学习方法。提

出指导性建议，调控学习。并介绍与之相关的一些新观念、型理

论、新方法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让学生去进行探索和研究，

实现知识的迁移和扩展，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4.做好小结，学以致用。这一环节处理得好能起到梳理概括、

强化记忆、培养能力、训练思维、提炼升华的作用。这一环节要

注意学生的自主参与，让学生自己去总结，去讲这节课的主要内

容和自己的收获。然后教师提出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具体问题，让

学生去解决。

四、应注意的问题

1.教师要努力做到，凡学生看得懂的让学生去看、让学生去讲，

凡是学生想得出来的，让学生去想，教师不启发。

2. 要注意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教师示范可分为教学技能

示范和教学方法示范。教师要通过身教来影响学生，只有教师

言传的明确信息和身教的隐含信息和谐统一，才能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3. 为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鼓励学生不喂

书、不唯师，求新求异。当学生提出不同见解时，教师要给以客

观的评价，充分肯定学生的求新求异的思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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