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4卷第 4期 2022 年

228

小学数学课堂导入探析
夏建霞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000

【摘 要】：课堂导入是教师在课堂教学开始之初，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

教师在正式教授新知识之前所采取的一系列教学活动。课堂导入具有多种类型，每种导入都有其优点和缺点以及其适用的条

件与情境。本文将论述小学数学课堂中比较常见的几种课堂导入，并以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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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room introduction is a serie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taken by teachers before formally teaching new knowledge in order

to attract students' attentio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create a good teaching atmosphere at the beginning of

classroom teaching.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classroom imports, each with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s well as the

conditions and contexts in which it applies.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several common classroom imports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s and analyze them with specific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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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导入是课堂教学的开端，良好的课堂导入就像

一场拥有好的序幕的演出，能够做到先声夺人，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以及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目前课堂教学导入并没有

统一的定义，大致可以认为是教师在课堂教学开始之初，为

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营造良好的教

学氛围，教师在正式教授新知识之前所采取的一系列教学活

动。

1 课堂导入的基本要素

有研究者通过对大量课堂导入片段进行归纳和分析，得

出课堂导入由选材、呈现、引导三要素构成。[1]当确定了课

堂导入的三要素时，教师在设计课堂导入时就能够从具体对

象出发，设计出紧跟课堂教学内容、关注学生特点、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的课堂导入方法。

选材是指教师选择什么材料为载体来导入课堂。学生因

其年龄特征，很难立马从课前的娱乐状态转换到上课时的学

习状态，而课堂导入在其中就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个过

程就需要以一定的材料为载体来实现这样的转换。材料选好

以后，下一步就是如何把材料呈现学生了，让学生观看、理

解，从而发挥材料的作用。在材料学习之后，教师需要想办

法引导学生从材料过渡到本堂课所要学的新知识。任何好的

导入材料与新知识之间都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教师在引导过

程中要善于帮助学生从对导入材料的理解过渡到新知识。

为了具体说明，我们看一个三年级下册《可能性》课堂

导入具体案例：

教师：（讲述故事狼来了），想象一下，大家都不来救

孩子，孩子会怎样？

学生 1：孩子可能被狼吃了

学生 2：山下干活的人不可能再来帮助孩子了

学生 3：小孩一定被狼吃掉了

教师：生活中很多事情能确定它发生，有的不能确定它

会发生。今天我们来学习可能性。什么是可能？

学生 4：不太确定

教师：当一件事情的结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太确定，

我们就叫做可能。

在《可能性》这个案例中，狼来了这个故事就是教师选

择的课堂导入的材料，而教师的陈述与提问就是教师呈现课

堂导入材料的方式，“生活中很多事情能确定它发生，有的

不能确定它会发生。今天我们来学习可能性。什么是可

能？”，这就是教师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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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堂导入的基本原则

课堂导入作为课堂教学的一部分，除了要遵循课堂教学

的一般原则，如思想性与科学性统一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原

则、因材施教原则、直观性原则、巩固性原则、循序渐进原

则、系统性原则等，[2]还要遵循课堂导入特有的原则与要求。

我国对课堂教学导入的原则大多来自一线教师的经验总结。

[3]例如有研究者从课堂导入语应该注意、做到、摒弃什么等

方面总结了课堂导入的原则，[4]也有研究者从课堂导入时所

应注意的事项方面总结了课堂导入的原则。[5]具体课堂导入

原则以如下为例。[6]

切题。导入的形式、风格、内容等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

要为教学的目的与内容服务。不能纯粹为了新颖、激发兴趣

而与教学内容毫无相关。

激趣。课堂教学导入作为促进学生从日常状态转换到学

习状态的“催化剂”，必须能够激发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学习

兴趣，以及唤起他们的求知欲。

精炼。课堂导入在整堂课中所占用的时间不能过长，教

师要掌握好一定的“度”，要做到语言简练、概括得当。

灵活。课堂教学导入的方法并不非是一成不变的，教师

应根据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教学条件、教学对象等的不同，

采取相应的课堂导入方法。

新颖。课堂教学导入应不落俗套，给学生眼前一亮的感

觉，注重新颖，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感到学习是一种享

受，而不是例行公事，使得学生更加自主、更加积极地投入

到学习中。

有趣。课堂教学导入应该使学生产生浓烈的兴趣，这就

要求课堂教学导入的材料不仅要新颖，还要形式多样。

启思。课堂教学导入是为课堂教学服务的，这就要求教

师在课堂导入过程中所提的问题以及所使用的语言要具有

启发性，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并产生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

探究。课堂教学导入的探究性原则是指教师在导入过程

中要适时地设疑，所提的问题要能够引导学生为之后的学习

进行探究。

3 课堂导入的方法

课堂导入的方法像课堂导入的原则一样，对于到底有多

少种导入的方法，至今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众多学者们根据

不同的分类依据，对课堂导入方法的分类有着各自的思考与

见解，但都为中小学教师的教学提供了参考。例如王宝大从

实用的角度出发，将课堂教学导入分为 20种，并对每一种

类型都给出了教学实例进行剖析和说明[7]；有的学者从教师

和学生的角度出发，列举了分别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操作的

导入方法[8]；也有一线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了几

种课堂教学导入方法。[9]

根据以往研究可知，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导入的方法有多

种多样，各具特色，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3.1复习导入法

复习导入法是指教师根据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以旧知

识为桥梁，进而导入新知识。复习导入法既能够帮助学生巩

固原先已经掌握的知识，还能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新知识打下

基础，树立信心，为学习新知识建立良好的心理环境。

小学数学教学内容之间逻辑联系紧密，章节、单元、课

时之间都存在一定的联系，由此可见，复习导入法在小学数

学课堂教学导入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3.2直接导入法

直接导入法又称之为开门见山式导入，是指教师在课的

一开始就简要地说明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有的教师还会说明

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教学要求等。直接导入能够迅速集中

学生的注意力，帮助学生明确本堂课的学习目标与任务，具

有简单、直接等特点。

3.3游戏导入法

游戏导入法是根据小学生注意力比较发散、不够集中，

学习自觉性比较差等特点，采取与课堂教学内容有关的游戏

的形式，以期能够迅速抓取学生的眼球、注意力，使学生迅

速进入学习情境的一种导入方法。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游戏导入法遵循学生的这一天性，

使学生自觉主动的去学习，在游戏中学习，享受学的乐趣。

3.4故事导入法

故事导入法是指教师通过讲述小故事的方法来导入课

堂，这种小故事要求与教学内容具有一定的联系，并能够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心理特征等，从而

引起学生的兴趣。

绝大多数小学生都喜欢听故事，尤其是童话故事、民间

故事等，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选择恰当的故事来进

行课堂导入，在使学生产生浓浓的兴趣的同时，自然而然地

进入学习情境。

3.5激疑导入法

激疑导入法是指教师在课堂导入时，通过设置疑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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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带着问题进入课堂学习的一种导入方法。激疑导入法能

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使学生能够自主

进行探究，学得新知识。

3.6 操作导入法

操作导入法是指教师和学生根据现有的教具和学具进

行动手实践，通过观察和分析，进而探讨学习内容的一种导

入方法。通过动手实践，可以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的感受学习

内容。学生通过亲自动手获得的知识，对他们而言，更加容

易记住且难忘。

3.7 情境导入法

情境导入法是指教师在进行课堂导入时，通过创设与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有关的情境，让学生有一种“身临其境”

的感觉，进而导入新课。通过创设情境，学生能够在情感上

产生共鸣，进而在进入学习状态时拥有最佳的心理状态。

4 小学数学课堂导入的案例呈现

在课堂导入中，教师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学习当中去，

使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然而，在实际课堂导入当中，

各式各样的课堂导入方法有着各自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着

一些问题。以下，将从小学数学课堂的角度出发，以《角的

认识》为例来探讨课堂导入的优点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

4.1《角的认识》教材与学情分析

本案例选取于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苏教版小学数学二年

级下册第七单元第一课时的教学内容，教师的教学案例由笔

者收集的课堂录音转录而来。

这部分内容主要是让学生初步认识角的含义，体会角的

基本特征，并感知角的大小。它是在学生已经直观认识长方

形、正方形、圆、三角形、平行四边形，以及一些常见的多

边形的基础上教学的。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可以为学生

在第二学段继续认识角、角的度量、角的分类等知识做好铺

垫；同时也可以为学生继续学习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等

平面图形积累感性经验。

4.2《角的认识》新课导入的案例呈现

生：老师好!

师：请坐。

师：今天呢，我们将和小狮子一起遨游数学王国，瞧，

小狮子已经在门口等我们了呢。

播放视频：小狮子：欢迎来到神秘的数学王国，一起来

打开大门吧，钥匙是谜语，猜对了就可以打开大门。

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什么谜语。大家一起来读

一读，预备起。

生：不方也不圆，不长也不短，形状像屋顶，只有三条

边。

师：谁能猜到？

师：你来说

生：三角形

师：三角形，你真聪明啊。回答正确，欢迎打开数学王

国的大门。刚刚呢，我们说打开数学王国的大门的密码是三

角形，有谁知道它为什么叫三角形吗？这位女生。

生:因为它有三个角。

师:因为它有三个角，那什么是角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

认识一下角。

4.3《角的认识》课堂导入方法

在《角的认识》这堂课中，该教师的导入非常丰富多彩，

从一开始的数学王国，再到用谜语当做钥匙打开大门，而谜

底就是大家所学过的三角形，通过三角形引入到角的学习，

既有游戏导入法，又涉及到复习导入法，其中以游戏导入法

为主。接下来，将从这一案例出发，简要分析游戏导入法的

优缺点。

游戏导入法遵从儿童爱玩的天性，该教师将关于角的知

识点包括角的含义、角的基本特征、角的大小等蕴藏于神秘

的数学王国之中，通过一道道关卡，使学生增加对角的知识

的掌握和理解，这不仅能够在课程的一开始，就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把他们的思绪从课间活动拉回来，还能够激发学生

的好奇心、好胜心，使他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提高教学效

率。该教师的教学游戏不仅存在于导入过程，而是贯穿于教

学始终。游戏固然有趣，也能够激发学生的乐趣，但当游戏

时间过长时，反而容易产生相反的效果。课堂中，学生人数

比较多，对于教师来说，很难掌控游戏的发展方向，因此，

教师切不可因小失大，忽视游戏导入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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