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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谈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发掘学生的主体性 
◆熊晓黎 

（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袁家镇小学） 

 
摘要：新课改教学理念号召教师教学要关注学生的主体发展，要在课堂

教学中让学生充分参与、充分感知学习、体验学习，才能获得潜能的释

放。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以更有助于学生体验、更适合学生参
与课堂的方式开展教学，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探索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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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丰富活动，引发参与热情 
小学生的注意力稳定性不强，学生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重，

更喜欢以活动的形式参与学习。对此，教师在教学中便可以通过
构建丰富教学活动的形式开展教学，引导学生在活动的引导下主
动探索、主动思考，并在活动的参与中，将自己的注意力稳定集
中在所要学习的内容上，从而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让学生造
高度的学习热情下，获得更多的学习空间。例如，在《圆》这一
部分内容的教学中，对于圆形的面积这一抽象的学习过程，教师
便可以组织学生以活动的形式开展学习。首先，教师引导学生回
顾教学，分析学生在以往学习平行四边形中所采用的方法，让学
生在已有知识和即将学习的新知中建立联系。随后，教师便可以
引导学生参与教学活动。在活动中，教师给学生发放教具，引导
学生思考：是否能将这众多的类似于三角形的图形拼接起来，形
成一个严密的圆形呢？随后，请同学们动手操作。通过以上教学
过程，学生在学习中将会主动探索，从类似三角形的圆弧构建圆
的过程中，认识到圆形的面积的求解也可以通过拼割的方式解
决。此后，教师在进一步的教学中，可以继续引导学生思考：我
们是否可以类比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的求解方法去探索圆形的面
积呢？你有多少中圆形的面积的求解方法呢？通过以上教学过
程，教师引导利用自己手中获得的教师发放的活动器材进行探
索。在活动中，不少学生提出：可以通过组成圆形的基础圆圆弧
的进行面积的求解，并计算共计多少个弧形，通过乘法的方式求
解。也有学生在活动中，通过拼接的方式，将构成圆形的弧形拼
接成一个类似于长方形的图形。此时，学生发现：对于圆形面积
的求解，也可以将其转化为长方形面积的求解方式解决。以上教
学过程中，多种圆的面积的求解方式初步有了清晰的思路，并且
以上问题的求解方法都死学生主动生成、主动探索的。此后，教
师进一步引导：如果我们将组成圆形的小三角形进一步细化分
割，图形是不是将会更贴近三角形呢？所构成的图形也就接近一
长方形呢？在以上学生获得问题解决思路的基础上，教师渗透一
种极限的思想，也就让圆的面积的求解方法和求解思路变得更加
清晰直观了。通过以上教学过程，教学资源的生成都是在学生探
索发现的基础上衍生的，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得以释放，学生
在活动的参与热情高、学习动能强，学生的潜能和活力也就更足。 

二、创设丰富情境，激活学生思维 
在教学中，丰富的教学情境是激发学生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资

源，更是激活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的重要基础。对此，
教师在教学中便可以通过情境创设的方式开展教学，引导学生思

考探索。例如，在《百分数》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为了帮助学
生更加直观认识百分数的作用，帮助学生理解百分数学习的意
义，教师在新课教学中便可以创设如下教学情境：一次篮球比赛
中，小明、小张、小花和小红四位同学进行篮球比赛，如下表格
中时每个同学投篮球时的记录情况： 

姓名 进球个数 投球总数  
小明 18 20  
小张 8 10  
小花 21 25  
小红 33 100  
请同学们分析思考：以上四位同学在投球的过程中，哪位同

学投球的准确度更高呢？在本情境创设后，学生发现很难将比较
不同同学的投球的准确度，虽然学生已经学过了概率等知识，但
是由于不同学投球总数不同、进球的个数不同，学生很难对其比
较。此时，教师不妨买卖关子，并引导学生：同学们，通过我们
这一节课的学习，当你们回过头来学习探索时，一定会更加明确
哪位同学投球更准的。此情境中，教师组建的活动将会成为学生
新知学习的生长点，学生的热情高、动能强，情境也就成为了引
爆学生思维的重要资源。 

三、创建体验活动，增强学生活力 
虽然高年级的小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但是

其思维能力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教师开展教学时，还是要基于学生
抽象思维能力不足的现状，通过教学实践、教学体验等方式开展
教学活动，以增强学生的学习活力。例如，在《圆的周长》这一
节内容的教学中，为了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认识和学习圆的周长
的计算方法，教师便可以向学生发放教具，将一个圆形的模具发
放给学生，同时附棉线、墨水等资源，引导学生思考：你有多少
种圆形周长的求解方法。此时，学生也就会通过棉线缠绕的方式
量取圆的周长、通过沾有墨水的教具在纸面上滚动的方式，将圆
的周长呈现在纸面上。通过以上教学方式，学生在探索学习中，
对圆的直径和周长的关系更加明确直观，学生的理解也更加深
刻。 

总结 
主体教学思想将学习权利归还给学生，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

探索学习机会。对此，教师在教学中便可以通过构建丰富活动、
创建丰富情境和组织体验活动的方式开展教学，让学生的主体性
在课堂教学中得以凸显，学生的学习活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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