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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论小学数学复习方法 
◆宋伟涛 

（黑河市第三小学  黑龙江黑河  164300） 

 
摘要：小学数学学习时间长，跨度大，知识结构多，总体复习现状决定

从小学数学高中毕业后的质量和效果好坏，很大程度上与教师的理解有

关。 教材安排，掌握学生的知识条件，审查选择的设计方法和评审内容，

以及学生参与评审的积极性等。“小学数学综述 而且体积大，内容多，

时间短，任务困难，易引起两极分化特征，“一步一步反馈，可逐步提高”

是审查方法，是一种针对性的教学目标，更接近学生的现实，以更少的

时间复习，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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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划分板块，系统复习  
在这一阶段的教学中，教师把书中的内容进行归纳整理、组

块，使之形成结构，按内容分为数与代数，几何与图形，统计与
概率，实践与综合应用；按领域分为：知识与技能，数学思考，
问题解决，情感与态度。我做到知识系统化、练习专题化、专题
规律化。第一轮复习的目的是要过三关：一要过记忆关。必须做
到记牢记准所有的公式、定理、单位换算等。二要过基本技能关。
你找到了它的解题方法，也就是知道了用什么办法，这时就说明
具备了解这个题的技能。  

2.把握方向，研究考纲  
考纲和历年考题应认真研究，确保目标合理，方向正确，深

度、难度把握正确，确定复习的重心，从而加强复习的指导性、
计划性、针对性。如果说第一阶段是总复习的基础，是重点，侧
重双基训练，那么第二阶段就是第一阶段复习的延伸和提高，应
侧重培养学生的数学能力，进行专题复习与指导。第二轮复习的
时间相对集中，在一轮复习的基础上，进行拔高，适当增加难度；
第二轮复习重点突出，主要集中在热点、难点、重点内容上，特
别是重点；注意数学思想的形成和数学方法的掌握，这就需要充
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3.教师结合《考纲》，可进行专题复习。专题复习方法是：  
（1）注意对知识的系统复习  
教师要根据知识内容，先从数的认识、数的运算开始，然后

是代数初步知识、几何初步知识、量的计量等，把应用题放到最
后来进行系统复习。复习每个部分的知识时，要做到切实有效，
不在皮面跑，对基本概念要让学生多理解、多说为什么，记住必
要的一些概念，然后运用到作业和习题中。  

（2）注意知识的内在联系  
在整个复习过程中，不要只顾单一的知识总复习，更重要的

是把前后知识联系起来，综合运用。如数的运算，同一道计算题，
可以是分数出现，可以是小数出现，还可以是分数、小数混合出
现；可以有乘法，还可以有除法。  

（3）注意把握住复习中的难点  
小学数学解决问题，按知识性分类，可以分为一般问题、平

均数问题、行程问题、工程问题等；按解题方法可以分为简单问
题、复合问题，比例知识问题、列方程解决问题等几类。复习时
按照一定的标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分类复习，弄清各种
解决问题的基本解题方法和解题思路，由易到难，把握好“会”、
“熟”、“活”三个阶段，最后形成较强的解题能力。  

4.钻研教材，夯实基础  
“做好基本题，捞好基本分”是小学毕业考试成功的秘诀。

“基础题零失分，拔高题夺高分”是获得高分的关键。我在复习
时，做到“低起点、小步子、勤反馈、强矫正”。  

在教学中应当注意概念、公式、定理、法则的提出过程，知
识形成发展过程，解题思路探索过程，解题方法和规律的概括过
程，使学生在这些过程中展开思维，从而发展能力、提高素质。
教学中，要对学生提出的新问题，必须当堂加以解决，这样，才

能有效地巩固基础知识、发展数学能力。小考复习要“依纲靠本”，
要对课本重要例题、习题，进行演变，将课本内容延伸，严禁只
重视复习资料而轻视课本现象的发生。  

5.梳理主干，收缩复习  
第三轮复习的形式是模拟考试的综合拉练，查漏补缺，考前

练兵。研究历年的小考题，训练答题技巧、考场心态、临场发挥
的能力等。在这个阶段的复习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模拟题必须要有模拟的特点。时间的安排，题量的多
少，低、中、高档题的比例，总体难度的控制等要切近小考题。  

（2）做好模拟题设计。小学数学小考模拟题要有梯度，立
足“小考”又要高于“小考”。  

（3）教师讲解立足一个“透”字。一个题一旦决定要讲，
有四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讲透；二是展开；三是跟上足够量
的跟踪练习题；四以题代知识。这就要求学生不是听听就算了，
而应该认真的领会教师的意图，真正的把一个问题弄明白。给自
己一定的纠错和消化时间。  

通过“收缩复习”为小考打下坚实而又熟练的知识基础，以
便能在小考答题中，根据主干线索，迅速回忆，提取知识，做到
心中有数。  

6.培养自信，减轻压力  
在复习的过程中，我经常和学生进行思想交流，经常给学生

鼓励，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减轻学生的压力。  
针对在考试中缺乏自信、做题发挥不好的学生，我的复习方

法：一是每天做一次小考训练，不搞“题海”战，让学生快乐参
与复习。二是打造“开心课堂”，复习课的内容要“少”而“精”，
主要任务就是要教会学生解题技巧。比如，对于某一题型，要教
会学生找关键点和突破点。其次教会学生认真审题，该得的分不
要丢。第三，布置复习作业要有针对性，指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做一道题要起到“举一反三”、“一箭双雕”之功效。  

7.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新课程标准中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强调从学

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内容应当是现实的、有
意义的，富有挑战性的。”在这一数学思想的指导下，教师可以
根据当地学生生活实际和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以及知识水平，适
时选编一些有日常生活原型的习题，体现数学即生活的理念。生
活中数学无处不在，只有密切联系生活实际，学以致用，才能提
高课堂复习的实效性，才能提高学生复习的积极性。  

8.合作复习，提高效率  
用学生合作复习的方式，可以提高复习的有效性，使学生优

势互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复习让老师头痛的原因之一是上
复习课时学生的注意力不集中，原因是他们对所学知识看似掌
握，实则不少学生还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这时教师组织的合作
活动会令沉闷的课堂活跃起来，重新激起学生思维的波澜，再次
形成学习数学的高潮。  

结语： 
总之，在小学数学复习过程中，教师要做到以学生为主，了

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合理的教学计划，根据学生真实的
学习情况选择合适的复习题目，充分利用试题达到复习的效果，
提高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同时也要多
鼓励学生，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增强他们学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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