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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树立“四意识”打造核心素养下的小学数学高效课堂 
◆王明建 

（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中心小学校  408400） 

 
摘要：课改给教师提出了一个新要求，即要讲求实效，提高效率，减轻

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那就要求教师在进行课堂

教学前把握好教材，明确目标，抓住基本教学环节，重视练习，提高教

学效率。具有目标意识,有强化意识,有突破意识,有反馈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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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给教师提出了一个新要求，即要讲求实效，提高效率，
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如何在课堂四
十分钟内增效益，提高质量呢？那就要求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前
把握好教材，明确目标，抓住基本教学环节，重视练习，提高教
学效率。 

一、课前准备要充分、适当，具有目标意识： 
课前准备是否充分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效率，因此，备课

不光是备教材，还要备学生，就是要求我们把握好教材，明确目
标，联系生活实际，做到重点、难点心中有数，教学设计有主线，
教具准备充分，板书设计清晰。例如：教学“组合图形”时，我
先让学生自制七巧板等学具，在课堂上利用七巧板来拼一拼、量
一量、算一算，让学生在自由的组合中迸发出新的创新，体会七
巧板的神奇，感悟生活中的乐趣，从而提高课堂效益。 

二、新授知识要易懂、准确，具有突破意识： 
一般说来，小学生要掌握知识往往是通过练习来达到目的。

那么，在学习时，教师该如何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呢？这就要求
我们在设计练习时围绕“突破”二字下功夫，以提高课堂效益。
一般地可以有以下几种练习： 

（一）一般性练习：新授前的这种练习有明确的目的及极强
的针对性，是为新知作铺垫的。例如在教学两位数加一位数的进
位加法时，可以先复习 20 以内的进位加法；教学平行四边形面
积时，可先复习长方形面积及指出平行四边形的底和高，为新课
的引入作铺垫。 

（二）特殊性练习：新授后具有针对性强的单项训练，围绕
如何突破难点作文章。例如：教学认识图形时，在学生通过实物
初步认识了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我再让学生拿出准备好的立
体图形，选定其中的一个面在本子上印出来，学生在印的过程中
发现了这几个平面图形原来只是立体图形中的一个面，通过这样
的练习既分散了难点，又突破了重点，让学生在印中弄清了立体
图形和平面图形的区别。 

（三）动手性练习：通过摆、画、剪、拼等操作手段，寓教
育于实践中，既培养了动手能力，又发展了形象思维能力。例如
在教学“100 以内的退位减法”时，通过摆小棒，学生明白了个
位不够减时，应该向十位退 1 作 10，再减。这个过程为孩子们
学习竖式计算提供了一个平台。 

（四）表达性练习：通过学生用语言表达来说清算理，培养

其初步的逻辑推理能力。例如在教学一般应用题时，可让学生说
说每一步所表达的意思，试着让学生独立分析，如何从问题推算
到条件，如何从条件推算到问题，对数量间关系有一个完整的认
识。 

三、拓展巩固知识要及时、有效，具有强化意识： 
到了拓展知识巩固阶段，学生对所学知识建立了初步的表

象，如何拓展这一表象，以达到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及应用，实
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达到核心素养下课堂的延伸。
一般的有： 

（一）巩固性练习：对知识加深理解并转化为技能技巧。例
如在分数小数四则混合运算中，可对基础知识重点练，强化运算
顺序：关键步骤专项练，转化为技能技巧：简便运算完整练，强
化对运算定律的运用。 

（二）比较性练习：通过寻同辩异，加深理解。例如进位加
法和不进位加法，我先让学生分别用竖式计算，然后比较这两道
题的计算方法，找出异同点。通过讨论，孩子们知道它们的计算
方法差不多，只有一点：进位加法的个位相加满十，应该向十位
进 1。在对比中，加深了孩子们对进位加法的理解，也达到了对
知识的巩固。 

（三）变换式练习：摆脱学生一味机械地模仿，克服思维定
势，一题多变。例如在学生会理解基本形式工程问题后，可加强
变式练习，可出现全程为“1”的相遇问题，可变换工作方法，
出现“合做••••••完成一半••••••”、“独做••••••余下合做••••••”、“合做••••••余下独做••••••”
等题目类型，拓宽思维，加强对基本数量关系的理解。 

（四）拓展性练习：通过练习，发展思维，培养能力。在教
学“统计”时，除了让学生掌握书上的知识外，我还让孩子们去
统计自己身边的事（例如：每天的识字量、居民楼的用电量等），
在调查、统计、整理中，启发了学生寻找生活中的数学知识，让
学生真正体会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又将服务于生活。 

四、课堂小结要全面、清晰，具有反馈意识： 
课堂教学中，教师随时会得到一些教学信息的反馈，这就要

求教师及时采取措施，及时调节，或评讲、或回授、或纠错，只
有教师做到心中有数，才便于更好地组织好教学，以完善课堂，
为学生后续学习打下基础。 

总之，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凡是教学中符合教学规律，遵
循儿童的认知规律，为学生学习营造宽松、和谐的学习气氛，让
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这就解决了核心素养下数学课堂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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