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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六年级数学教学质量的提高方法 
◆黎  娟 

（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桐木镇胜利小学  江西萍乡  337013） 

 
摘要：六年级小学生即将升入初中，所接触到的数学知识点难度高，复

杂性强，需要综合之前学习的所有知识点进行理解。但为了学生能够构

建起完整的知识框架，更好的掌握初中数学知识点，将小学阶段的所有
知识、技能进行综合，教师必须突破教学的难题，提高教学质量。本文

就针对六年级数学教学，将提出几点高效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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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提高教学质量是教师在教学生涯中永恒探索的问题。对于六

年级数学教学而言，能否高标准完成这一阶段的教学任务，决定
了学生对小学阶段所有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更影响着他们接
触更深层次的知识点。因此，教师承担的责任是沉重的，必须结
合实际学情，总结出高效的数学教学方法。 

一、以互动增强学生主动性  
步入初中后，学生需要以更强的自主学习能力适应新的学习

模式。在小学即将结束的这一阶段，教师必须有意识的增强学生
主动学习能力，在课堂上为他们搭建自主学习的舞台。过去由教
师一人讲解，唱“独角戏”的教学模式，如今需要变为师生共同
参与，积极互动，及时反馈的教学模式，只有学生成为了课堂上
的参与者、交流着、合作者，教学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教师可
以借助组织活动、提问、自由发言等契机，体现学生的课堂主体
地位。 

如教学《圆的面积》一课，我打破了将圆 16 等分连在一起
操作的方式，而是将圆 16 等分后逐一剪开，独立成一个一个的
小扇形，请学生自由转化成已学过的图形。学生在小组内自主尝
试、合作交流，多角度地探究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后他们拼出了
平行四边形、长方形、三角形、梯形，极大的丰富了对圆形变化
的感性认识。我再让学生分别观察、研究圆和转变后图形间的关
系，进而殊途同归，总结出 S=πr2 这一公式。这个实践活动，以
动促思，启发创新。学生在合作学习中互相启发，互相激励，互
相竞争，形成“转曲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的认知过程，
达到了知识、能力、情感上的“三赢”。  

二、对知识结构进行分层  
不得不承认，六年级的数学知识点已经具备了很高的难度，

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还要将其与过去所学知识点联系起
来，构建知识框架。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知识点混淆，难以
理解等问题。为了将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清晰的展示，降低
一些重点知识的理解难度，教师有必要将数学知识结构进行分
层，通过逐渐递增难度，使处于所有层次的学生都能掌握。有这
样的一个教学案例：某教师在讲“百分比”这节课时，看到学生
整体上对百分比掌握得差不多了，优等生对此已经很不耐烦了，
这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国家银行在加收 20%的利息税，
为什么不把利率下调 20%，这样不更好算吗？”这个涉及社会和
金融知识的问题，马上引起了学生的兴趣，进行了热烈讨论，整
个课堂的气氛活跃起来了[1]。这个课外习题，使学生感受到了数
学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因为是课外习题，不需要学生完全学会，
这样学生没有了学习的负担，不仅让不同层次的学生了解了数学
知识，而且培养了数学尖子。  

三、改编例题促进思考 
六年级学生应该具备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

识。但在实际解题过程中，只要题目稍加变化，学生就不知如何
入手了。在平时教学中，教师要多对例题进行改编，增强学生思
维的灵活性，将知识点整合起来，统一解决问题。如，对于“分
数乘整数”这一部分内容，教材在讲解了分数乘整数的意义和计
算法则以后，补充了一例，说明“能约分的先约分再乘比较简便”。
我在教学中没有受教材的限制，而是在学生掌握了分数乘整数的
计算方法并进行了一定练习以后，出示了下面一道例题：计算 2
×3333/5555。当学生觉得 2 与 3333 相乘比较麻烦时，我适时地

进行点拨：“大家看，题中的数字有什么特点？怎样算比较简便
呢？”许多学生通过思考，恍然大悟，自觉地先将 3333 与 5555
约分，然后，再把 3 和 2 相乘除以 5。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得出
了“分数和整数相乘，先约分再乘比较简便”这样一个结论，这
比告诉学生一个简单的方法让他们单纯地计算效果要好得多[2]。  

四、攻破易混淆的知识难点 
学生升入六年级，接触到的新知识点与以往学习的概念容易

混淆，知识结构混乱。在这种情况之下，教师盲目展开新课教学
是难以取得理想效果的，必须先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点和概念的区
分。通过比较和鉴别，让学生形成清晰的思维，尤其是在具体的
问题解答过程中，要将一些常用的数学学习方法灵活运用，包括
图示法、转化法、假设法等，利用多种方法深化解题思路，这可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比如因数、公因数以及最大公因数和质
因数之间的差别，学生很容易混淆，因此，教师应该从求积和分
解质因数这方面入手，不断引导学生去探索，并理解这其中真正
的意义。 

此外，教师应该及时地转化教学手段，注重学生之间的差异
性，也就是优等生和后进生之间的差距，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
教师要积极主动地找到他们学习困难的原因所在，对症下药，建
立其学习的信心，并及时表扬有进步的学生。同时，可以鼓励学
生之间组织学习帮助小组，由优等生帮助后进生，通过互相之间
的帮助和合作，将被动学习逐渐转化为主动学习。小学数学知识
比较零散，很多学生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知识架构或者是解题思
路，不利于复习的顺利进行，因此，教师需要教会学生正确地总
结和归纳知识，如可采用“化曲为直”“分析法”“综合法”等方
式解答不同类型的复合应用题，以帮助学生巩固练习，掌握一些
特定的规律去解答复杂的数学问题[4]。  

五、结语  
总之，课堂教学必须始终追求高质高效，不断达到新的高度，

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强化人才培养。教师在
踏实立足于现实的同时，要找出问题，加快改革步伐，通过创新
切实提高数学教学质量，避免片面追求卷面成绩，关注学生综合
素质发展及终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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