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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兴趣缺失的原因及对策 
◆黄  靖 

（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常德芷兰实验学校  湖南常德  415000） 

 
摘要：小学数学中的计算问题较多，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数感与逻辑能力，

对于小学生来说稍显力不从心，学生们由于各种因素，面对数学时兴趣

不高，或者短暂的出现探究兴趣，又很快的消无，结合学生的兴趣缺失
的问题，教师应积极的展开分析，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走进学生的内

心世界，了解学生的想法帮助学生建立数学学习的信心，提高数学的兴

趣，实现寓教于乐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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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兴趣缺失是现阶段小学生面对数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数学的问题逐渐加深，难以理解，学生们的基础累积又较为薄弱，
因此学生缺乏兴趣，形成数学的思维定势是常见的问题，而兴趣
的缺失会导致学生的成绩停滞不前，学生的数学思考较为被动，
他们学习起来枯燥乏味，难以自我反思纠正问题，教师要帮助学
生查漏补缺，就应预先结合学生的心态变化进行引导，导入趣味
元素让学生热爱数学，从而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一、数学教学中学生兴趣缺失的原因  
1.学生本身兴趣不高  
学生在学习上兴趣不高，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数学学习的重要

性，简单的为获得成绩，得到家长的认可而学习，他们还没有成
为学习上的主人公，在心理上排斥学习，相较于学习，学生更喜
欢课间的活动，课堂上教师在滔滔不绝的讲解数学的知识，学生
听讲中一会集中精神，一会注意力涣散，导致学到的数学知识较
为片面，另外数学知识本身就较为抽象，尤其是类似于典型的鸡
兔同笼问题，让学生摸不着头脑，兴趣低下的情况下，学生没有
根本上的形成学习的意识。 

2.教师教学方法陈旧以及学校管理的落后  
课堂上学生捣乱不认真学习，教师就直接的批评，让学生罚

站，网络上还流传着“小明出去”的段子，虽然只是影视的搞笑
艺术手段，但也影射了教育中的一些不足，教师管理的方式不当，
在教育中又采取单一的对话形式，教师点名让学生来回答问题，
学生较为紧张。学生接触网络比较频繁，获得知识的途径也不仅
仅止于学校。所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校都要与时俱进，引进新的
多媒体教学技术和设备，再结合传统的教学方法加以改进，形成
新的教学体系。否则，单调的教学是无法提起学生兴趣的。  

二、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兴趣培养的方法  
1.关心学生，培养兴趣  
教师要充分尊重和信任学生，把他们看成知识的主动探索

者，创设和谐的氛围，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给学生以关爱，就
能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学习信心，提高学习效率。因此，在教
学中我努力做到尊重学生的“异见”、宽容学生的“误见”、鼓励
学生的“创见”，让他们独立思考。善于持赞赏的态度正确地评
价学生，以表扬、鼓励为主，使学生感觉到如沐春风。“教学无
小事”，我们在课堂上的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不经意的眼神都
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心理，成功的喜悦让学生更有自信。在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能别出心裁地提出新异的想法，这是思
维创新的表现，它蕴育着未来的大发明，大创造，教师要满腔热
情地鼓励学生别出心裁地思考问题，大胆地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
和质疑，独辟蹊径地解决问题，即使是错误的想法，也不能挖苦、
讽刺，先要充分肯定其敢想敢说的精神，再指出其不足。  

2.合理营造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  
创设良好的问题情境，可以把学生的思维渐渐带入我们所设

定的情境中来，使学生充分理解问题的含义，并积极开动脑筋去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在教“十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时，
可以将数字的相加与小学生最喜欢听的故事相结合，可以通过故
事的形式传授知识：“森林里最近发生了盗窃案，因此黑猫警长
开着飞艇去抓小偷，发现一共有 6 只小偷老鼠，于是他拿出手枪
当场击毙了 4 只小偷老鼠，剩余的小偷老鼠听见枪声偷偷地逃跑
了。同学们，你知道有几只小偷老鼠逃跑了吗？”设计这样简短、

有趣的故事情境，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使学生处于主动探
索学习的状态。学生纷纷跃跃欲试，积极思考，将本来就枯燥无
味的数学计算变成了一道美味的数学大餐，不仅学到了知识，也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为了减少学生的解题错误，提高解题的
准确率，除加强估算和检验外，通常较有效的办法是要善于联系
对比，让学生在比较中认识、在比较中区别、在比较中理解、在
比较中提高。比如，解答"五一班有学生 63 人。女生占 4/9，女
生有多少人？"对于这样的题型，老师要执意求新，变换提出新
的问题。如再提出如下问题：1：男生有多少人？2：全班有多少
人？3：男生比女生多多少人？这样，可以起到"以一当十"的教
学效果。  

3.让数学贴近生活，激发数学学习的兴趣  
教师在小学数学的课堂教学中，可以让数学走进生活，将学

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引入数学课堂的教学中，例如，在“长方体和
正方体”的教学中，三根同样长的小棒可以拼成一个什么图形？
那么六根同样长的小棒最多可以拼成几个正三角形呢（强调六根
都用上）？这一问，这样不仅会使得数学课堂教学变得更加生动、
具体，而且会使得学生对数学的学习产生亲近感，从而激发小学
生的内在学习动力，提高数学学习的兴趣。  

4.情境创设，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在教学中适时地创设恰当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乐学、想学

的动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比如，我在教“点线之间垂线段最
短”时，给同学们出示了一幅动画：一个人不小心掉入鳄鱼池中，
更不幸的是还有几条鳄鱼向他游过来。看到这儿，同学们注意力
相当集中，非常紧张。都说赶快逃生啊，这时我立即提出问题：
“你们说，他该怎么逃？”同学们几乎异口同声：“垂直地往岸
上游啊！”由于同学们的帮助他终于逃脱了，同学们这才松了口
气。这么一来“点和线之间垂线段最短”的结论，深深印入学生
的脑海。  

总结  
在小学数学的教学中，我们应该根据小学生的特点，采取多

种不同的方式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让学生体验到数学学
习的乐趣，从而在数学课堂中快乐地学习、主动地学习，这样不
仅能提高数学课堂的教学效率，还能使得学生的数学素质得到全
面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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