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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育教学的创新与发展 
◆刘爱国 

（湖南省邵阳县河伯乡雷公小学） 

 
摘要：创新是时代进步的灵魂，是民族富强的有力助推器，在如今人们

高度重视教育行业的同时，也极大关注着学校教育的创新与发展。创新

精神在从从娃娃抓起的同时，也要重视从小的启发与培养。 
关键词：创新教育；数学教学；探究 

 

 
在众多科目中，数学常是很多学生学习的难点内容。，对于

小学生数学学习能力的提高来说，对其数学思维的培养极为重
要。怎样让数学课堂变得活泼生动，燃起学生学习和热情和自主
性，让学生能够发自内心的爱上数学学习，是小学数学教师的关
键任务。 

一、小学数学创新教学的现状问题  
1、忽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教学方式单一 
受应试教育影响，在数学课堂中一些教师仍进行着“我说你

听”的陈旧教学模式，缺乏与时俱进的教学策略，学生被动地接
受教师灌输的知识，难以激发独立的思维能力，创新意识淡薄。
教师占据课堂主体地位，与学生缺少交流，未给予学生充分的独
立思维空间，使学生开拓性思维严重受限。 

2、沉闷的教学环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  
很多小学数过程中，学生大部分课堂时间被各种数学问题而

占据，导致不存在其他有活力的丰富的教学活动，因此缺乏灵活
愉快的玩耍和实践时间，使得课堂氛围十分沉闷，以至于提不起
学习兴趣，造成开小差情况。单一沉闷的教学环境，使课堂效率
无法提高。 

二、数学教育教学的创新与发展策略 
1、改变古板教育模式，重视学生主导地位  
现存的教学教育中，很多教师仍采取填鸭式教模式，使得学

生难以获得创新性思维的发展空间和时间。另外教师的能力，往
往是大家普遍重视的，但学生才是课堂应充分重视的主导身份。
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渔，当学生真正掌握了学习的有效思维方
式，才能更灵活运用所学知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做出积极
地启发和引导，培养他们通过多看，多思，多疑，去寻找知识的
深层答案。  

2、诱发学习动机和兴趣 
动机是引导和推亓人们展开各种活动的内部因素和动力，人

们都在在相应的动机下完成一些创造性的成果。有效的动机能调
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发挥自身课堂主体作用，在基于兴趣的基
础上激发出创新意识和能力。因此，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是教
师要巧妙诱发的。例如在新课中进行巧语的导人环节；重视师生
间情感的沟通，使学生能够“尊其师信其道”的产生学习热情；
进行留“尾巴”式的提问设置吊起学生学习思考的悬念和胃口；
在数学课程中穿插相关的奇人趣事对学生兴趣的激发等。例如在
关于“年、月、日”新课教学时教师巧语导：“杨欣今年 12 岁，
但她总共过了 3 个生日，原因是什么呢?”课堂一下子展开了讨
论。五花八门的猜想，学生们都想得知其中究竟。于是教师讲道：
“别急讲完这节课你们就明白了。学习兴趣在这样的前奏中激发
了他们的兴致，在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下，进行到新课认
真的学习中。 

3、注重实践操作能力，开发学生创新思维  
小学数学包含单位认识、计算、认识图像等综合性学科知识，

在学习之初通常的任务是认识一些新的知识，随着教材内容不同
阶段知识的逐渐丰富和加强，也需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锻炼和
提高。如在教学《圆的面积》时，教师精心设计、指导学生观察、
动手操作从操作实践中认识知识的转化过程。让学生动脑理解圆
的面积的公式推导过程，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创造能
力，有目的地设计思考题：①请同学怎样把把圆的面积转化成我
们学习过的图形形来计算？当学生用自己课前预习时准备的学
具边看书边操之后。再让学生自己总结，接着笔者放录像演示验
证正确的操作过程。把圆平均分成 8 等份，16 等份，32 等份，

64 等份拼成的，图形近似于长方形。②让学生自己对比以上几
种方法，能得出什么结论？同学们得出共识：“把圆分成等份越
多，组成的图形近似于长方形；圆的面积没有改变。圆的面积公
式可以通过长方形面积的公式来推导。通过学生在操作、实践、
分析、推导中获得新的知识。学生对知识学的轻松，能灵活应用，
不死搬硬套和死记硬背公式，从而培养学生自己动手和自己动
脑，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4、教学灵活多样化，开启创新教学模式  
传统的数学教育模式。通常都是教师在讲台上进行独角戏般

的教授，而学生在台下死板来记忆和吸收。虽然教师较期待这种
安静的课堂氛围，但长期这种过于刻板的教学局面，会让学生的
思维发散性和形成极大的阻碍和限制。想象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
认知能力，是开发创造性思维的基础，缺乏想象能力也就意味着
很难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因此，我注重发挥学生的想象力。例如：
在应用题的教学中，针对数量关系隐蔽、抽象、条件变化的特点，
让学生掌握一般分析方法，还教学生应用转化、假设、消去、逆
推等推理方法展开解题思路，以对学生想象力的激发，以对学生
有创见地解答的鼓励。在掌握了多种推理方法后，学生就能够广
开思路，发挥出自己潜在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例如：1.理解表面积的意义，（1）学生通过触觉，感知长方
体的表面积。长方体实物的六个面，并标明“上、下、前、后、
左、右”。（2）学生通过视觉，观察了解表面积的意义。学生观
察教师的演示：出示长方体模型，沿着棱剪开，再展开，并贴于
黑板。（3）学生动手操作，理解表面积的意义。（4）学生独立动
手操作正方体模型，巩固表面积的意义。（5）教师引导学生看两
个展开图得出结论。2.长方体表面积计算方法，（1）让学生分组
讨论、动手操作，探索各种求法，教师再用电脑演示验证。（2）
借助学生熟悉的环境——教室，引导学生弄清长方体六个面与
长、宽、高的关系。让学生尝试计算，然后对照课本自我检查，
最后引导学生比较两种方法的异同。当学生回顾探究的过程，寻
找自己的发现，欣赏自己的“杰作”时，脸上都表现出喜悦的神
情，在自主探索中体验到了成功的愉悦，感受到了自主探索的乐
趣。 

三、结束语 
总之，想要提高小学数学教学的效率，必须积极创新教育教

学的内容和手法，需要数学教师们不断尝试和探索有效的教学策
略，并在课堂中进行有效的实施。同时也需要学生和学校的密切
配合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让小学数学教育教学获得更理想卓
越的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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