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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做足体验，提高小学数学课堂效率 
◆金晓梅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塔山实验小学  323900） 

 
摘要：构建主义学生观表示，知识不是简单的授受过程，而是必须让每

一位学生根据自身已有的知识或经验进行主动的建构。而体验学习重视

知识形成过程，只有做足体验，数学课堂效率才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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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数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

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之上。教师应激发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向学生提供充分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帮助他们在
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
和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学生是数
学学习的主人，教师是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
在新课改教学理念下，小学数学知识非常注重知识的获得过程，
孩子只有通过亲身经历从实践中获得体验，才能掌握数学规律及
方法，从而提高课堂效率。本文主要以小学数学课堂为例，探究
如何从体验着手，提高课堂实效。 

一、创设情境，体验知识趣味 
数学教学和学生的生活实际脱不了关系，所以从学生已有的

生活经验和知识出发，创造生动而富有情趣的数学情境，便于我
们更好的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例如，学生在学习“认识小数”时，乍一看是全新陌生的知
识，如果从学生的生活实际来看，学生对小数尤其是表示商品价
格的小数并不生疏。因此，我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
生课前做了家附近的超市商品价格调查，收集记录好这些商品的
价钱，上课就从学生收集到的这些数据导入，将学生收集的商品
价格进行整理，班级里来了个模拟开店，探讨商品价格。从元、
角、分的角度去认识小数的意义。在后续学习“小数加减法”时，
继续创造一个模拟开店的情境，让学生在购物的情境中掌握小数
加减的计算方法。学生的数学学习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做足体
验，让学生充分的理解知识的内在含义和现实价值，有利于提高
课堂效率。 

二、自主探究，体验知识生成 
在新课改的教学理念下，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了肯定，教师

在组织教学过程中，不断将探究式的教学方式运用于教学中，让
学生进行自主探究，这样可以拓宽学生的思维，激发学习积极性
从而提高了课堂效率。 

例如，学习“长方形面积”这一课时，我选择的是完全的松
手让学生自己去探讨，由于在认识了面积和比较面积大小的情况
下，去自主探究长方形这样基本的图形的面积便不难实现了。完
全的放手，或许会让有些学生漫无目的，这时我只做了以下两点。
首先，明确探究目标，重视问题的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能够激
起学生“研究”欲望。因此，探究之前，让学生带着 2 个问题进
行探究，即：如何利用手头的道具计算长方形面积？长方形的面
积和它的长和宽的关系？其次，重视探究过程，让学生有充裕的
时间去体验。教学中，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通过操作得到各种长
方形图形的面积，再有充分的时间思考长方形面积与长和宽的关
系，从而解决问题，获得丰富的学习体验。有了这一体验过程，
接下来关于正方形面积的学习更加得心应手。 

所以，一个数学问题呈现在学生面前，教师应给予充分的时
间放手让学生去自主探究，让学生做足体验，学生经历实践操作、
讨论、交流等活动，不断改进和完善结论，学生将在他们脑中留
下深刻印象，知识才被构造。 

三、交流合作，体验知识碰撞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尽一切可能为学生搭造交流沟通

的平台，学生在交流合作过程中进行知识的碰撞，从而增强学习
数学的信心。 

例如在学习“认识分数”时，我设计了两个小组活动项目，
第一个活动内容让学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各种不同形状的基本
图形，通过折一折、画一画等活动，找出不同图形的二分之一后

进行组内交流，理解二分之一的含义，体验二分之一产生的过程。
第二个活动让同学们拿出准备好的正方形纸创造新的分数，然后
小组内进行交流。这一活动学生对于分数的产生及意义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同时学生在小组合作过程中，会发现：同样的图形，
可以用不同形式的分数表示。例如四分之二和二分一都可以表示
正方形的一半，知识一旦有了碰撞，学生就会思考，从而形成新
的知识体系，体验学习数学的快乐。而且在一个快乐合作氛围中，
学生的潜力还可以得到了无限的发挥，和学习伙伴在合作交流的
过程中，知识进行不断的碰撞，使得知识变得容易接受和掌握，
学生的积极性也随之提高。 

四、应用实践，体验知识应用 
数学来源于生活的点点滴滴，存在于生活中每个角落，最终

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学知识的应用实际上是数学知识的升
华，因此数学课离不开现实生活，数学真的在身边，生活需要数
学。所以，体验学习更应该从实践着手。 

学习“里程表”这一课时，这实际上和我们生活中电表、水
表的度数读取是相同的，虽然课本的取材比较贴近生活实际，可
是对三年级学生来说，深刻地理解汽车上里程表度数并非具体行
驶的路程，而是累计上来的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究其原因源于生
活中学生缺少对这部分知识的认知。所以，我向全班每位学生布
置了一个任务，让孩子们每天回家观察家里电表或者水表的度数
并记录每天晚上的度数情况。学生通过接连一个星期乃至一个月
的记录，做成线段图，引发学生的思考，研究度数变化的原因，
从而理解这里的度数并非实际的使用量而是累计量。这样将数学
知识和生活实践联系在一起，学生对知识便不在感到陌生，体会
数学知识的有用性，体验数学知识的应用性，从而养成认真对待
数学的学习态度。 

体验学习充分肯定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便于学生自主学习。
所以在小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从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出
发，让数学学习真正成为一个体验的过程，提高学生知识应用的
能力，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让我们的数学课堂真正做到做足体
验，有效的提高数学课堂效率，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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