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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与德育的融合教学研究
邱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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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的意见中谈到，“改进学科教学的育人功能，全面落实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这是每一位教育工

作者必须关注的问题，也是小学数学教师进行教学模式创新的方向。基于此，本文结合笔者实践经验，围绕教师育人作用的发挥，就小

学数学课堂渗透德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解决对策展开如下探讨，以期为各位同行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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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正是学生构建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的初期阶段，教师要

发挥自身教书育人职能，结合学科特点加强德育，促进学生知识、

能力、思想品质的提升。数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与学生生活、

社会发展联系紧密，教师抓住其学科特点进行教学设计与实施，

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落实德育，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在小学数学课堂渗透德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学生参与度有待提升

小学生受限于年龄，逻辑思维能力不足，其思想体系的构建

更加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在小学生个人发展过程，教师的引

导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作为一名数学教师要结合学科特点、学生

思想品质的形成规律，加强德育的渗透，帮助小学生树立积极的

学习的态度和生活态度。数学知识本身较为枯燥、抽象性强，很

难博得小学生的青睐，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参与度提升困难。针

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融入一些德育元素，借助数

学故事、生活经验、信息化教学资源丰富课堂内容和知识呈现方式，

吸引小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

（二）教学模式有待丰富

数学知识的抽象性，以及教学工具的单一、落后，对于数学

教学模式的创新而言是极不友好的。随着信息化教学技术的发展，

以及教学理念的创新，小学数学教师所能够借鉴的教学经验、使

用的教学工具日益丰富。教师可以将不同的内容呈现方式与教学

理念相结合，形成更为新颖的、贴近学生需求的新教学模式，促

使德育内容更加有效地渗透到日常教学中。此外，各方对学生成

绩的关注，以及小升初的压力，也使得数学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

在学生成绩提升上，而疏于对德育渗透模式内容和模式的研究。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各方对小学教育的认知逐渐重构，数学教师

也对学科教学与德育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就当前而言，小学数

学教师正在逐渐放弃“填鸭式”教学，并将更多趣味性元素融入

课堂教学中，逻辑严谨已经不再是数学学科唯一标签。

二、德育在小学数学课堂的渗透路径

（一）结合教材内容，落实德育

数学是一门源于生活的学科，其中的德育元素十分丰富，教

师要善于使用教材，将德育教育贯穿到数学知识讲解中。小学数

学教材的编写，本身考虑到学生的认知规律、需求、水平，融入

了日常生活问题的讲解，教师可以根据内容本身的性质落实德育。

例如：教学北师大版小学数学《购物》这部分内容时，可以

教导学生学习认识人民币面值、数学运算的同时，促使学生学会

节俭、懂得爱护人民币。首先，教师为学生展示不同面额的人民币，

让学生认一认，并通过提问的方式了解学生对其换算关系的掌握

程度。其次，构架购物情境，让学生通过消费者、收银员的角色，

进一步掌握不同面值人民币之间的换算关系。购物情境的构建，

要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以增加学生的熟悉感，让其在相对轻松

的游戏氛围中掌握数学知识。再次，共同讨论购物中发生的趣事，

潜移默化地渗透德育。这一环节，笔者引入了关于捡起人民币的

虚构故事，引发了学生关于“发现小额人民币掉在地上”该怎么

办的热烈讨论。起初，有的学生认为，一毛钱几乎什么都买不到，

捡起来还给失主未免有些小题大做，所以不用捡。笔者引导学生

观察人民币上的花纹，促使其联想国徽所代表的意义，学生很快

明白过来，要爱护人民币，任由其在地上被行人踩踏是不好的行

为。接下来，笔者通过一组习题来引导学生明白积沙成塔的道理，

促使学生意识到小额人民币的价值，将节俭的种子埋入学生心里。

（二）言传身教，推进德育

事物生对事物的理解十分直观，教师的言行都会对其产生直

接影响，他们会从教师温和的语气中学习如何待人接物，也会从

教师的着装中学习审美。所以，小学数学教师要重视言传身教的

作用，在长期的师生交往中带给学生更多积极正面的影响。首先，

数学教师的语言要逻辑严密、板书要工整，帮助学生养成逻辑清

晰的语言习惯和书写习惯。其次，教师着装要朴素大方、教姿教

态要优雅，促使学生在教师仪表中感受美，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

审美观念。教师是学生重要的模仿对象，颜色搭配、着装风格都

将会影响到学生对美的认知，如果教师着奇装异服，难免在学生

心中产生“奇异是美”的印象，他们也会倾向于选择穿着奇装异服。

教师正确的站姿和坐姿，同样会促使学生“坐有坐相，站有站相”。

这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小学生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比如令当代教师

和家长所头疼的近视问题，就与学生不良学习坐姿有关。再次，

教师工作态度要认真，通过严谨的教学风格，影响学生学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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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做到严肃活泼。比如，教师每天按时完成

备课、作业批改，督促学生学习、掌握学生学习情况的同时，也

通过自己的工作态度告诉学生“今日事今日毕”的道理，在日常

教学中落实养成教育。

（三）创新教学过程，花样落实德育

每一门课程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内容，比如数学是离不开

“数”的，教师可以在学生认识“数”、掌握“数”的计算方法

和应用方法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地渗透德育。小学数学与德育的

融合，不是说理教育，而是让学生学会如何正地的地识与数有关

的事物，所以德育应渗透于一题一例中。

例如：教学《时、分、秒》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感受时间，促使学生学会珍惜时间。首先，教师可以让学生观

察教师墙上的挂钟，初步感知“时、分、秒”。其次，学生对照

钟表数一数自己每分钟的心跳次数，同桌之间相互帮助记录每分

钟所能书写出的汉字个数，感受一分钟都可以做哪些事情，进一

步体会时间的意义。再次，教师设置问题引导，促使学生思考，

一节课45分钟由多少个1分钟组成，师生都做了什么、收获了什么，

启发学生珍惜时间。借助这个机会，既可以引导学生回顾本节课

所讲解的知识点，又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体会“时间”，通过具

体的实践活动，对“时间”概念进行直观化处理。最后，教师为

学生朗读朱自清的《匆匆》片段，启发学生感受时间流逝，并与

学生讨论如何做好时间的主人。有了之前的铺垫，学生对时间的

感悟已经较为深刻，所以都很多想要表达的内容，参与积极性较

高，有的学生说：“作业速度要快，不能浪费时间。”有的学生说：

“洗漱也要快。”还有的学生提出“吃饭要快”。听到学生的回

答，笔者想到：“八九岁的孩子肠胃娇弱，正是不爱吃饭的年纪，

正好可以讨论一下学生的吃饭问题。”于是引导学生主动探讨吃

饭问题，不能狼吞虎咽，但也不能浪费时间。

（四）强化学生主体地位，促进德育渗透

明确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让学生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是

提升学生课堂教学参与度、强化教学效果的前提。数学教师开展

德育活动时，要保证学生参与度，促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发挥主

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与集体意识。

例如：教学《2 ～ 5 的乘法口诀》这部分知识时，采用小组

合作学习法教学与数学游戏教学法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寓教于乐，

让学生在愉快的游戏氛围中有所学、有所悟。首先，教师将习题

图片投射到投影墙上，让学生数一数图片中的实物，并将数据填

到表格中。由于教材中设计了数“松果”情境，所以教师可以直

接引用教材资料。其次，教师分别将松果按照 1x5、2x5、3x5……

9x5 的规则摆好，并让学生算一算每一大堆松果各有多少个。这一

环节，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完成，并由小组长记录下计算结果。

再次，教师根据学生计算结果将板书乘法算式。教师请学生根据

板书和图片找一找计算规律，并想一想有哪些好办法可以快速记

住这些计算结果。教师给学生一些提示，帮助学生回忆之前学过

的乘法口诀，从而引出新知识。最后，通过数学小游戏，帮助学

生记忆口诀。教师随意报出数字，让每个小组进行抢答，答对即

可加一分，答错则不得分并被扣掉一分，得分最少的一组则要为

大家表演节目。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导出

了乘法口诀，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学习自信和独立思考能力，以小

组为单位的合作学习活动和游戏活动，则培养了学生的集体意识。

（五）结合时事，渗透德育

数学领域的发展往往伴随着重大科技进步，而每一项科技进

步，同样也离不开数学知识支撑。可以说，数学是一门学生身边

的学科，也是一门走在时代前沿的学科。在数学课堂渗透德育的

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入时事案例，促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的巨大作用，

以及祖国的逐渐强大。

例如：帮助学生发展空间观念是《方向与位置》这部分内容

的知识与技能目标之一，教师可以通过将北斗星辩方位、司南辩

方位、高德地图导航系统的对比，引导学生感受先人智慧和现代

科技的进步。首先，教师可以让学生思考，各自的家在学校的哪

个方向，激发学生参与兴趣。其次，与学生讨论学校建筑布局，

以教室为中心画出平面图。这一环节，可由学生提出方位，教师

板书平面图。教师一边画，一边为学生解释“上北、下南、左西、

右东”的地图绘制规则。再次，提问学生是如何识别方位的，引

出对方位识别工具的讨论，了解数学领域的发展。为了帮助学生

更加清晰地感受到数学知识的发展历程，教师通过简单的思维导

图将其画下来，一边画，一边与学生讨论不同方位识别方式的使

用局限性。最后，教导学生使用高德地图识别方位，并与学生简

单讨论北斗导航系统的相关功能，促使学生从方位识别工具发展

史中感受祖国的强大，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三、结语

总而言之，德育与小学数学的融合能够有效提升课堂内容的

丰富性，促进学生知识、能力、思想素质的共同发展，有利于数

学课堂教书育人作用的发挥。作为一名小学数学教师，要深入挖

掘学科本身所蕴含的德育元素，通过德育的成功渗透培养学生良

好的学习态度、积极的生活态度。课堂构建过程中，教师要尊重

学生主体作用，加强对新型教学理念和技术的应用，从而提升德

育与数学教学的融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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