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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理论下自主学习小学数学教学模式研究 
巩雪萍 

（梁山县赵堌堆乡第三迁建小学  山东省  济宁市  272000） 

摘要：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启蒙教育，素质教育背景下，小学教育越来越重视教学的效率和质量。数学课程是小学教育中的

重要内容，在新课标的要求下小学数学的教学目标也发生了转变，教师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重点培养学生的数感、符号意识、空间

观念、几何直观、数据分析观念、运算能力、推理能力以及模型意识等，旨在培养小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数学思想，进而提升数学课

堂教学质量。而实现这一教学目标的最基础要求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可以以建构理论为基础，对教学方式进行改

革创新，提升学生学习、探索数学知识的兴趣和欲望，然后让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收获快乐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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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时期的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明确具备学科核心素

养对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重要性，同时教师也要明确自主学习对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的作用。数学知识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在考试中取得

优异的成绩，更是为了让学生具备良好的数学素养和情感态度，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要坚持生本教育理念，将建构理论有效运

用于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尊重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尊

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让学生在有效的自主探究中养成独自、协作、

分析、推理的良好习惯，进而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

技巧。 

1 建构理论概述 

建构理论是根据对客观事物的分析，指出学生在进行自主学习

时要实现与各种环境形态的交互，明确所学知识不是绝对的客观或

者主观，知识的获得不是因为教师的课堂教学，而是因为学生的主

动获取。建构理论重视学生在学习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和在课堂

中的主体作用。[1]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所扮演的角色是辅

导者，是引路者，学生所学习和汲取的知识是通过自身所建构的学

习架构而获得的，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也可以利用一切有利的辅助学

习工具，学生有效的学习是建立在积极建构的基础上而完成的。小

学生有其自身的性格特征和成长规律，对世界万物的好奇心理促使

小学生拥有这极强的自主学习能力，这样的能力是建立在学生无畏

的探索欲上而产生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要充分利用这一特征，

引导学生进行有效建构，来提升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质量。 

2 建构理论下自主学习小学数学教学模式 

2.1 构建趣味情境，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 

数学知识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学习数学知识需要学生具备较强

的逻辑思维能力，这对于小学生来说无疑是困难的，小学生的思维

方式还停留在以形象思维为主的阶段，而且小学生的注意力很难长

时间集中，所以要实现学生对数学知识有效的自主学习，就要先激

发小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通过趣味情境的构建，

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优化课程导入。例如：在学习《倍的认识》时，

教师可以将“数青蛙”这首儿歌进行创新，设计一些简单的动作融入

到儿歌中，并且通过多媒体播放相对应的动画片段，让学生手脑同动

的完成“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四只青蛙四张嘴，八

只眼睛十六条腿”的儿歌游戏互动，然后教师可以问小学生想不想学

会可以快速简便的计算更多的青蛙有多少嘴巴、眼睛和腿的方法，然

后借此引出倍数的概念，通过这样的游戏情境进行课程导入，可以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然后根据情境设置问题能够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探

索的兴趣，同时也为课堂教学构建一个良好的开端。 

2.2 构建生活情境，促使学生进行主动的思考 

小学生的生活空间很简单，教师在数学教学的过程中要遵循素

质教育的教学本质，尊重小学生的成长规律，将生活元素融入课堂

教学中，为学生构建有效的生活情境，让学生在熟悉的环境中进行

自主思考，从而实现自主教学模式的建构。[2]例如：在学习《年、

月、日》这节课程的时候，教师可以通过对小学生生日的分析让学

生先对年、月、日有清晰的认知，让学生知道年、月、日是用来描

述时间的单位。然后通过对不同学生生日的对比，引导学生进行自

主思考，思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给学生展示

一挂日历，给学生提供辅助思考工具，等小学生得出一年有 12 个

月，一个月有 30 天，一年有 365 天这样的结论时，就表示学生对

年、月、日之间的基础换算已经了解，也就实现了借助生活情境促

使学生进行自主思考的教学目的。 

2.3 构建探究情境，引导学生主动协作交流 

建构理论强调学生对知识的自主探究，这就需要教师给予学生

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引导学生对数学知识进行有效的自主分析和推

理，然而小学生的思维能力有限，要实现学生对数学知识和概念的

探究推理，则需要教师为学生构建有效的探究情境，助力学生实现

高效的交互，教师可以借助小组合作学习方式来引导学生进行主动

的协作交流。例如：在学习《条形统计图》这节课的时候，教师可

以设置一个任务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来设计不同单位的条形

统计图，以统计班级学生最近以一次的小考成绩为例，让学生通过

小组之间的交流确定不同的横竖轴单位，然后制作出不同的条形统

计图，学生在相互协作交流的过程中可以有效提升数据分析能力和

思维能力，同时这也是学生进行有效自主学习的体现。 

2.4 构建实践情境，助力学生主动解决问题 

数学知识的学习最终是为了可以解决实践问题，而实践也是检

验学生是否真正掌握数学知识的有效途径。当学生可以通过所学知

识解决实践问题后，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参与数学课堂的积极性，提

升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自信心，进而提高学生自主解决实践问题的

能力。[3]教师需要定期为学生构建实践情境，例如组织“我是解决

生活问题的小能手”“校园奥林匹克竞赛”等活动，为学生提供宽

阔的自主实践平台，在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的同时也能拓展学生的

视野和思维，帮助学生更好的构建数学思想。 

结语 

总而言之，将建构理论应用于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所产生的教育

价值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不仅符合小学生的学习发展需要，也

符合素质教育理念的要求。所以数学教师要通过不同情境的构建，

为小学生提供有效的互动环境，让小学生在兴趣的驱使下可以进行

有效的自主思考和交流，然后可以通过自身所获取的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实现小学数学高效课堂的构建，同时也为小学生未来的顺利

学习和发展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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