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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在创新理念下促成学生学好数学 
◆郑小花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南山中心小学  353021） 

 
《新课标》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应突出体现基础

性、普及型和发展性，使数学教学面向全体学生，实现人人学有
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
不同的发展。这里的核心思想就是使基础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关
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把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放在首要位置。那
么，如何在新理念下促成学生学好数学呢？根据本人多年的教学
实践，现从以下几点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创新观念，营造浓浓的学习氛围和情趣空间 
学生的学习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创新是一种较为复

杂的脑力活动，它是我们发现新知识、新问题、新方法的过程。
既然学生是创新的主体，那就要营造一个轻松、自然、和谐的课
堂氛围。学生才能主动参与学习。才会产生好奇心，激发自己的
求知欲。在教学《认识三角形和四边形》这一课时，我成功的关
键就在于深深地领会了《新课标》精神，紧密联系生活实际，积
极创设教学情境，给学生充分的时间、空间，让学生围绕日常所
见积极动脑，并且使每一位想表述自己看法的学生都有机会去阐
述自己的思想。尊重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权利，关注每一位学生的
学习过程，让每一位学生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的发挥和展现。这
样，他们就会毫无保留地把对日常物体的认识迁移到课堂上，从
而加深了他们对三角形和四边形的直观映象。一旦学有所得，他
们就会深深地感受到获得成功的喜悦，使课堂充满了浓浓的人文
气息。 

二、创新思维，数学课堂上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数学家弗赖登塔尔曾说过：学习数学的唯一正确方法是实行

“再创造”，老师的任务是引导和帮助学生进行再创造而不是把
现成的知识教给学生。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老师在提问时不但要
有启发性、整体性和导向性，而且要留给学生拓展空间、积极思
考的余地。老师可以在新旧知识联络点提问，可以在知识变化处
提问，可以在知识对比处提问，可以在总结知识的规律处提问，
并要留有一点点蛛丝马迹，让学生的思维轨迹有序可寻，能打开
思维之门，积极展开思维过程。 

在具体的教学中，我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动手
操作，让学生亲历探究的发现过程，由他们多角度观察、多方式
思考、从思考中获得结论。如果得到的结论是错误时，教师适时
引导，再让他们动手操作，最终得到正确的答案。也只有通过学
生的自己动手，他们获得的知识才更牢靠。当然，教师也可以在

教学中多设置一些问题和悬念，层层递进，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
使他们对数学“再创造”。 

三、创新互动，课堂上适时把握评价契机 
数学家华罗庚说过：“人们对数学早就产生了枯燥乏味、神

秘难懂的现象，成因之一便是脱离实际”。为了避免这一现象，
我在教学时总是抓住一切机会，使师生进行互动。比如，在教学
“分数的意义”这课时，我把全班学生平均分，然后让他们在队
伍中变换位置使人数改变，引导他们观察、发现，初步感受分数
意义。在教学“长度单位”时，我给学生量身高，同时也让学生
测量身边物体，以及教学生了解身体某一部位大概长度。这样，
就能使学生感知数学就在身边，就能使学生应用已学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得以发展。教学互动中，我还鼓励学生自由争辩，
相互讨论、评价。同时，教师也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即时评价的
功能。恰如其分地把握评价的契机，审时度势地给予孩子恰当的
评价，会让他们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促进他们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四、创新情感，为学生的数学学习保驾护航 
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接受水平都不相同。同一个班级的学

生学习同样的内容会有不同的表现，这就要求我们数学教师要认
识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对不同程度不同性格的学生提出不同的学
习要求。在数学课堂教学中，若一连几名学生均未答出老师提出
的问题，那教师应及时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反思，表明问题可能难
了，也可能是学生在同一个层面水平，那就应采取调控措施。把
难的问题分解或换个角度，降低难度。对于难度适中的问题，应
该让不同类型的学生回答，并讲究一下回答顺序，使不同层面的
学生都能受益。在学习数学最有困难的差生中，教师的情感尤为
重要，不能打击挖苦他们，要及时给予关注和帮助，鼓励他们主
动参与教学活动，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发表自己的见
解。对他们的点滴进步，及时肯定，对他们出现的错误，耐心引
导，鼓励他们自己去改正，增强他们学习数学的信心，进而提高
他们的创新能力。 

总之，数学教学一定要面向全体，因材施教，在创设好学习
氛围的情况下为学生搭设自主探索的舞台，因势利导，很好地把
握学生思维的契机，让学生学习过程与发展有机结合，真正使学
习更加有效，促成学生不断努力地学好数学，使学生获得更全面
的发展，更全面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