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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培养三年级学生数学自学能力策略探究 
◆向业坤 

（重庆市黔江区黎水镇中心学校  重庆黔江  409031） 

 
摘要：三年级阶段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此时学生已经形成了基

础的数学能力，但仍旧缺乏数学的独立思考、创新思考、逻辑意识，此

时教师应结合学生的能力展开数学的知识拓展，但这个过程中，学生的
数学能力参差不齐，教师要因材施教，帮助学生逐步的拓展自己的数学

视野，此时教师应尽可能的挖掘学生的优势，让学生形成自主学习的初

步意识，在互动的过程中，让学生自主质疑联想，化解数学的疑问，获
得自主学习的满足感，为后续学生的数学继续深入探究做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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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自学能力指学生在脱离教师的辅助下，依旧可以结合
已知的知识信息，将数学的知识内容融会贯通，积极的展开数学
探究的能力，但目前来看，三年级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还不够强
烈，部分学生也只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缺乏长期自主学习的信
心，教师应改变课堂上滔滔不绝的习惯，也预留出部分的时间让
学生展开独立的思考，鼓励三年级的学生积极的展开数学的探究
思考，激发学生的互动热情，让学生在自学中感受到趣味和喜悦，
找到适用于自己的学习形式，在自学的过程中温故而知新，获得
自我的进步和发展。 

1.联系生活实际，创设学生熟知的情景 
数学自主能力的培养，应让学生对数学问题产生自主探究的

信心，消除学生的疑难杂问，让学生具备充足的动力参与到生活
问题互动中，教师可衔接数学的生活情境，创设出学生感到熟悉
的场景，这时候学生已经逐步的走进了数学的情境视域中，可将
数学的知识迁移到生活中，通过生活案例获得多层次的思维感
触，有助于学生在生活中引发系列的数学猜想，此时教师应对学
生有充分的了解，帮助学生消除对数学的畏难情绪，从不同的视
角展开数学的互动。在讲“小数的初步认识”这一单元，学生面
对小数还感到较为陌生，此时教师通过视频的形式导入跨年的倒
计时钟声，这时候可引导学生通过视觉的感知去了解小数这个概
念，然后让学生想一想生活中哪些层面会应用到小数？学生顿时
都很感兴趣，个人发表自己的看法，接着让学生感受小数的实际
应用，把抽象的知识，融入到生活中去，学生通俗易懂。 

2.课堂是发挥学生自学作用得主阵地  
数学的知识点比较零碎，因此在数学教学中，每学完一节或

一章内容时，引导学生进行系统归纳、小结就显得尤为重要。这
样不仅使学生全面、深刻、系统地掌握知识，形成认知结构，而
且还能提高能力、发展智力。只有将知识程序化、结构化、网络
化，才能转化为能力。学生对知识进行结构化整理的过程，本身
就是很好的自学能力的训练过程。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知识的整
理、归纳，还能激发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活动进行反思，及时调整
学习策略，自觉把握思维方向，促使自学能力向更深层次发展。 
学生自学学不会的一定要讲，还要讲深讲透，让学生不但要知其
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例如，我在讲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这节
课时，我就让学生先自己看书，然后说一说“什么叫长方形和正
方形的面积？”要求是可以按照自己理解的意思说，可以用手比
划着说，也可以照书上说，很多学生举手回答问题。紧接着我又
问想一想怎么测量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学生通过观察长方形
和正方形，得出多种方法，最后一个知识点就是怎样计算长方形
和正方形，学生能自觉的和乘法紧密联系起来，可见数学知识的
连贯性，学生运用的恰到好处，这节课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把知识
点通过自学全都掌握了。  

3.做学生自学的领路人，把自学的方法传给学生  
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成为学习

的主人，其情感直接影响学习的效果。教师充分把握刺激学生心
理情感源泉，通过恰当的途径和方法，激起学生健康、积极的情
感体验。以优良的情感去波及和感染学生，促使学生自觉接受教
育。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每一节我都把这一节课的教学目标
告诉学生，让他们知道这节课几个知识点，要学会什么，例如我

在讲对称这节课时，我就提出让学生明确什么是轴对称图形，轴
对称图形的特点是什么，并举出生活中轴对称图形的实例，学生
围绕老师提出的问题进行自学，这样学习起来目标明确，针对性
强。再就是在自学过程中要学会阅读教材，阅读教材的目的就是
对这节课的内容有大致的了解，然后对主要的知识点精读、细读，
读的过程中，先把会的放一边，把不会的记下来，自学完后，再
重点分析、研究，实在弄不懂的到上课时认真听教师和同学讲解。
这样帮助学生抓住重点和难点，把大块的学习内容压缩成小块，
既能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又能培养学生自觉独立的学习习惯。  

4.利用业余学习时间，培养自觉学习的习惯  
带领学生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数学课外活动，例如，度量操

场和花园的周长，做漂亮的对称图形；荡秋千，了解荡秋千的次
数和绳长的关系，以此来开阔学生的视野，让他们思想上无压力，
让学生的思维引申到课外，这也是培养学生思维和自学能力的有
效途径。  

5.复习课上让学生自己看书温习，养成整理的好习惯  
每一个单元的复习课，我都让学生课前自己看书温习，先自

己对本单元做简单的整理，具体的步骤是：一上课先让学生拿出
自己的单元整理，和同桌用三分钟的时间交流，然后用两分钟进
行查缺补漏，用五分钟师生共同总结，对于那些重点的知识点，
让学生列举事例，加深学生的印象，剩下时间进行有针对性的练
习，对于学生在练习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纠错，找出原因，加深
印象，再遇到类似的题目不能重复这样的错误。在复习长方形和
正方形的面积这一单元时，我提出什么是面积？面积单位有哪
些？它们的单位是怎么规定的？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要想
求它们的面积需要知道什么条件？等一系列的问题，学生通过看
书温习、思考，就把这部分知识系统地整理清楚了。  

结束语： 
总之，学生的自学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教师通过各种

数学活动积极的引导和培养，只有学生自己学会了，会学了，才
能愿意积极主动地去探究新知，为今后的学习开创一条更新更广
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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