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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现教学方法的实用性和创新性是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形成的有效思路，新课程理念指导下，教学过程应该体现学生

的主体地位，提升课程指导水平。本文尝试分析小学数学教学中发挥学生积极性的策略，旨在全面落实生本理念，提高课程指导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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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新课标要求数学教学中要为学生营造富有活力的学习氛围，作

为学科教师，我们要深入解读新课程理念，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

活动，教学设计和指导方法的选择都要参考学生的思维水平、认知

规律以及兴趣爱好等要素，拉近师生距离，构建互动型课堂。构建

高效的小学数学课堂的目标目前还没有完全落实，很多学科教师缺

乏正确的教学观念作支撑，无法精准激发学生积极性，学生依然处

于被动学习状态，影响其数学思维与学习能力发展。新时期，数学

学科教学改革需求更加迫切，我们需要积极落实生本理念，全面调

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1.游戏化教学实现寓教于乐 

教学游戏在小学数学课堂中有着很突出的应用价值，满足学生

的好奇心、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趣，在传达学科知识的同时还能够带

给学生愉悦的学习体验，养成学生持续的学习兴趣。我们在设计数

学教育游戏的过程中，应该有意识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关注学生

学习体验的同时，紧密围绕教学目标组织教学活动，争取最大的教

学效益。例如，“两位数减两位数”的学科知识教学中，我们就可

以引入“抱团”的数学游戏，学生身上张贴不同数字，由教师随机

喊数字，两个同学身上数字相减后等于教师喊出数字的情况下，这

两名学生抱团成功后免于淘汰，抱团失败的学生会被淘汰。如教师

喊出数字 12 的时候，身上张贴着 25 和 13 的两名学生就可以抱在

一起。这种游戏活动在帮助学生巩固减法知识的同时，能够增加学

生的愉悦感，充分体现了寓教于乐的教育理念。 

2.情景化教学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情景化教学方法应用于小学数学课堂，给学生提供了体验式的

学习机会，打造良好的教学环境。传统小学数学教学活动中，在打

造教学环境方面，教学者意识还有不足，学生无法真正体验知识的

形成过程，缺乏课堂参与感[1]。情景化教学模式的应用真正意义上

解决了这个问题，教师围绕学生的生活经验、认知水平创设教学情

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如“混合运算”这部分知识教学中，学

生需要集中掌握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在计算过程中掌握正确的计

算顺序，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要基于上述教学目标给学生

营造合适的学习环境。比如布置“班级超市”的情景，让学生以抽

签的方式获得相应的购物任务和兑换币，铅笔、作业本、直尺以及

文具盒等物品的单价各不相同，购物任务中会明确说明购物要求，

比如在 20 元兑换币内至少购买 3 样物品，且每样物品数量≥2 件，

学生需要结合情景展开混合运算，考察学生的应用能力，且能够使

学生认识到数学知识的实践应用价值。 

3.小组合作模式促成自主学习 

小组合作学习模式让学生之间建立协作学习的关系，同时也利

于教师精准发挥教学指导作用，小学数学课堂中小组合作学习活动

的开展效果整体比较理想，突破了传统教师主导课堂的教学模式，

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增强，数学学习能力持续提升[2]。组织教学前，

教师需要指导班级学生合理分组，一般每组 4-6 人，小组成员内部

做好分工，然后由教师布置合作学习任务，大家共同参与问题讨论，

实现思维碰撞，发展合作竞争意识，共同进步和协同提升，加速课

程指导目标落实。如，“条形统计图”相关知识教学中，我们就可

以尝试融入小组合作学习机制，给学生分组之后，小组商议谁负责

数据收集、谁负责数据整理、谁负责绘制图表、谁负责汇报学习成

果，让学生发挥各自的特长，树立责任意识，最终协同完成小组合

作学习任务。再如，“长方形面积的计算”这部分知识教学中，为

了鼓励学生自主体验知识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依托学习小

组，动手画一画、拼一拼，自主推导长方形面积计算公式，在合作

学习中养成动手操作能力，获得直接的学习体。最后，教师要融合

小组合作评价机制，合理评价学生的合作学习成果，同时激发小组

间的竞争意识，挖掘学生潜力。 

4.分层教学给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 

关注不同特点、不同能力水平学生的学习需求，显然构建分层

教学模式是有效指导学生学习的必经之路。分层教学模式下，学生

能够迅速建立起学习信心，转变心态和学习方式，获得个性化学习

的契机，利于提升学习效率，缩小学生之间的差距，构建起更加和

谐的教学氛围。分层教学环节涉及课前、课上以及课后等各个阶段，

我们以课堂提问分层为例展开说明：课堂提问是教师发挥引导作用

的主要方式，设计分层提问方案，让学生可以回答符合自身能力的

问题，避免挫伤学生自信心[3]。如《时、分、秒》的知识教学中，

课堂提问设计可以安排如下：面对低层次学生，我们设计的教学问

题要贴近基础知识，如 “一分钟有多少秒？一个小时有多少分

钟？”；面对中层次学生，教学问题的难度可以适当提升，如：“如

何在时钟上表示三点四十五分？”，让学生通过实践操作巩固课时

知识；面对高层次的学生，教学问题设计要更体现知识应用价值，

如设计应用题：“王峰于五点十五分离校，已知他从学校步行回家

耗时 35 分钟，请问王峰几点到家？”。 

符合各层次学生的教学问题，更符合学生的心理预期，避免难

度过大的问题挫伤其自信心，同时难度过小又会使高层次的学生感

觉不到挑战性，不利于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结 语： 

综上，发挥学生积极性是保障课程指导效果的基础条件，在学

生被动参与教学活动的状态下，无法保证学习对知识的吸收效果，

且教学氛围不够活跃，不良的教学环境同样会对教学效率造成消极

影响。小学数学教学活动中，学生参与积极性不足是普遍存在的问

题，这与学科教学方法、学生思维特点、学科知识特点等因素都有

关系。上文尝试结合小学数学教学案例，分析几点激发学生积极性

的策略，希望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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