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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 
◆张  中 

（湖南省涟源市石马山中心学校石门学校） 

 
摘要：小学数学是一门逻辑性较强的学科，需要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

前提下，掌握抽象的分析推论的逻辑思维。所以，要想提升小学数学的

教学效率，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是必备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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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掌握基础知识是学习数学
的基本。数学不同于其他学科，它需要在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培
养学生敏捷的逻辑思维，只有掌握了数学的思维模式，才能将数
学学好。如果基础知识不过关，在今后学习数学的道路上很难提
升，就会陷入在基础知识重新学习和提升数学成绩中进退两难的
境地。同时，如今学生学习课程的安排比较紧凑，一旦失去基础
知识的支撑，学生就会产生跟不上、听不懂的情况，造成数学成
绩难以提升的情况。正是由于数学学科具有逻辑性较强的特性，
导致数学这么学科相对于其他学科，学习的难度更大。因此，为
了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夯实基础知识是必经的途径之一。
针对于如何在小学数学中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本文展开探讨。 

一、形象化、具体化地讲解基础知识 
数学知识具有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应用的广泛特点，小

学生必须要通过感知、理解、巩固和应用等彼此联合又相对独立
的环节。而基础知识的学习就是感知和理解的过程，由于数学具
有抽象性的特性，而小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处于较低的水平，就
需要老师讲抽象性的概念转换为形象性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这
样，学生才能简单明了的理解其中的内涵。在理解的基础上，老
师又需要通过系统地讲解将基础知识回归于它的逻辑性，这样学
生才能将基础知识应用到实际的解题当中，避免学生在遇到“换
汤不换药”似的习题，就找不到解决的思路。所以说，基础知识
的传授需要一个抽象转化为形象，形象再转化为抽象的过程。而
老师的转化过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的吸收性，
在此问题上需要老师进行科学合理的进行讲解。 

1.借助道具进行直观性教学 
要想将抽象性的知识转化为形象化的知识，就需要借助实物

道具来展现数学知识，这样学生通过自己的听觉、视觉等感官能
力可以感知到数学知识的内涵，这样就达成了形象展示数学知识
的效果。例如，在加减法的教学中可以利用小木棒进行数字的展
示，每个学生手中准备相应数量的小木棒，之后进行相应数字的
加减法，要求学生按照老师的数字要求分别配合拿出对应数量的
木棒，这样学生对于加减法的概念就有了感官上的认知。同时，
老师需要更换多种道具，这样才能将形象的思维转化为抽象的思
维，而不是学生脱离了道具，就不会进行加减法的换算。可以将
小木棒更换成铅笔、书本、苹果桌椅等等，任何生活用品都可以
转化为教学道具。 

2.通过情景式教学展示数学知识 
所谓情景式教学就是将知识与我们的实际生活相结合，这样

学生就可以从生活中感知到数学概念，也就可以将数学知识形象
化的展现给学生。例如，在讲角的概念时，老师需要先描述角需
要具备一个顶点和两条直线，可以将三角板所形成的角展示给学
生，在带领学生思考在校园中见过哪些带“角”的物品，让学生
一一描述，在学生描述的过程中，如果出现错误的举例，老师需
要及时纠正，并给出原因，最好再带领学生一起完成对于角的特
性的总结。所以，生活化的情景更容易让学生理解抽象的概念。 

二、归纳整理知识要点，将基础知识回归逻辑性 
在形象化的展示概念之后，需要将形象的知识转为逻辑性的

概念，这样才能将数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的解题当中，这样才能保

证学生灵活地运用知识去解决问题。而形象化思维像逻辑性思维
过渡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总结共性和特点的一个过程。例如，正方
形的概念：是特殊的平行四边形之一，即有一组邻边相等，且有
一个角为直角的平行四边形为正方形。老师可以准备多个正方形
道具，像剪纸、相框、钟表等等，让学生量一量边长、角的大小，
再从学生所量出的数据进行共性归纳，总结出正方形的概念。同
时在举出非正方面的例子，让学生进行判断，并且说出理由，就
此学生对于正方面就具备了抽象概念。 

三、进行基础知识的强化练习 
在对于基础知识有了清楚的认知以后，需要通过不断的强化

练习，才能做到加深记忆同时进行知识的灵活运用，而加强练习
主要是通过方面，一方面是不断的温习基础知识，反复地通过形
象展示或者情景创设增强学生的概念，另一面通过实际的习题去
反复运用基础知识，用的多了记忆自然也就更为深刻。所以，在
强化学生基础知识上，需要老师以持之以恒的耐心带领学生不停
地复习。 

四、教会学生如何灵活地运用基础知识 
在学习数学知识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对于简单的题

目，学生很容易就运用数学概念或者数学公式来解决问题，但是
对于稍微复杂一点的习题，学生在解题上会毫无头绪。其实，这
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包含以下几点：第一，在审题的过程中抓
不到要点；第二对于习题的逻辑性掌握不清晰；第三对于基础知
识的变通存在困难。所以，要想将基础知识的教学做到更好，老
师还需要教会学生在习题中去提炼有关数学概念和公式的方法。
首先，要细读习题的每一句话，只有精细读题才能避免忽略概念；
其次，要提炼要素，其中涉及到的数学要素有哪些；第三，找到
其中包含的关系，这样才能梳理其中的逻辑关系；第四，将其中
涉及的数学概念和逻辑关系对应起来，这样就能找到其中所涉及
的数学知识。所有的数学习题，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只要在掌握
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学会审题，就能将数学知识运用地灵活自如。 

总而言之，数学各个环节的教学过程是看似分离其实又是分
不开的，所以必须要把基础知识的学习做大扎实，才能更好地学
生数学。只要有任何一部分的知识学习的不够认真，都容易导致
在后期的学习上存在弊端，到时候再想提高数学成绩会难上加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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