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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数学学习能力的培养 
◆敬西平 

（四川省射洪市东岳乡中心小学校  四川射洪  629222） 

 
摘要：小学阶段是学生学习的初级阶段，也是打基础的重要阶段，学生

在这个阶段要在老师的引导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对

于小学数学这门基础工具学科而言，如何让学生在小学阶段对数学这门

学科产生浓厚兴趣，在学习数学知识的过程中找到乐趣，并且积极地灵

活地将所学的数学知识应用于生活，是每个小学数学老师在教学过程中

的核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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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自主学习是学生参与数学教学活动所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

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不仅可以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数学学习
习惯，还可以使其在自主性的充分发挥下对数学知识进行积极探
究，从中获得数学学习乐趣。那么，我们要如何在小学数学教学
活动开展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呢？ 

2 小学生数学学习能力现状 
小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普遍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应试教育

的影响，一方面是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忽视学生的主体学习地
位，学生感受不到足够的学习乐趣，进而也就无法在数学学习中
形成探索精神和思考能力。学生跟着教师的节奏走，跟着课堂走，
跟着作业走，跟着考试走的数学学习习惯依然是主要表现形式。
再有就是学生上课提问少，互动交流少，做题创新少，考试反思
少，也严重限制了学生数学学习能力的提升。 

3 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策略 
3.1 改革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在传统的小学数学教学活动开展中，受传统教育理念的影

响，大部分教师往往将数学知识作为教学的重点，采取照本宣科
的方式向学生灌输抽象的数学知识。而学生为了更好地掌握这些
知识，运用这些知识有效地应付考试，往往采取死记硬背的方式
实现知识识记。在这样的单向灌输知识的过程中，学生的数学学
习自主性被无情地削弱了，其往往扮演容器角色，被动地等待教
师“投喂”。如此教学，不仅无法使学生获得有价值的数学知识，
还限制着其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既然新课改要求教师在数学教
学活动开展中，实现“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那么，
我们就需要在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引导下，将学生作为数学教学
活动参与的主体，采取多样化的方式调动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使其在发现、归纳、比较等过程中自主地获得有价值的数学知识
和数学学习方法，促进其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3.2 结合生活实际，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小学阶段的学生由于年龄特点普遍好奇心强，拥有很强的探

索欲望，通过引导往往能比较快地进入老师创造的教学情境中。
小学数学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在课堂上为学生构建不同的生
活情境，来帮助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点进行理解。同时，在学生思
考生活场景中数学问题时，老师适时进行引导，引导学生进行发
散思维，通过情境进行联想，探究其他情境中这类问题的解决办
法。 

3.3 引入竞争机制，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就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其受身心发展的特点，往往难以将

自己的注意力长时间地集中在课堂中，总是会出现“走思”情况。
在这样的教学方式应用下，课堂教学氛围显得异常沉闷、枯燥。
面对这样的课堂氛围，大部分学生自然无法实现有效的自我控
制，不自觉地会做出一些有违课堂规定的行为，甚至会失去数学
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想调动学生的数学学习积极性，
引导学生自主地参与到数学教学活动之中，我们首先要采取有效
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其在兴趣的驱使下，实现自主、合作、
探究学习。为了实现这一点，在数学课堂教学活动开展中，除了
会利用情境教学、问题串教学等方式之外，还会立足小学生的心
理发展特点，借助竞争机制来激发其数学学习兴趣。以“数一数”
教学为例，在课堂教学活动开展之初，先将学生课前作业发放下

去，并奖励获得满分的学生一朵小红花。当学生在一个月内积累
够了 20 朵小红花的时候，则会满足其一个具有可行性的要求。
在这样的激励下，所有学生都会自主地且高质量地完成数学作
业。在发放小红之后，引导学生数一数，本次作业有多少学生获
得了小红花，如此自然而然地引入新知教学内容，一举两得。 

3.4 以学生为本，培养小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年龄偏小，思想有待开发，

所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较差。老师如果按照原有的教学模式一味
进行填鸭式教学，那么学生对数学会感觉枯燥从而丧失学习兴
趣。在新课改下，老师要以学生为本，围绕学生的基础和实际教
学内容来进行分层教学，同时根据学生的课堂情况来及时调整讲
课方式，增加师生间的互动，用引导式教学来替代传统的填鸭式
教学，促进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3.5 鼓励学生质疑和总结，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小学数学不仅要求学生对知识点进行理解和掌握，而且要培

养学生的数学能力，让学生在生活实践解决问题时具备举一反三
的能力。很多发明创造都是从质疑开始的，学生要学会用辩证的
眼光看待问题，用发展的眼光来解决实际问题。小学数学老师可
以在课堂上设计一些多变复杂的数学问题来让学生进行判断，引
导学生进行自主思考的同时总结观点。老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地说
出自己不同的观点，并且让大家进行点评。这样，学生积极动脑
的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分析总结能力。 

如在教学“年月日”时，教师就可以问一问学生们：“孩子
们，你们的生日是多少可以告诉老师吗？老师想在你们过生日那
天送给你们一个小礼物。”在老师的带动下，学生们都纷纷举手。
教师可以让学生们把自己的生日写在黑板上，注上自己的名字。
然后教师此时就可以让学生们对生日的大小进行排列，按照从大
到小的生日顺序标上数字。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不仅会对比年
的大小，月的大小，日的大小，而且无形中也促进了学生之间的
了解和认识。一堂生动欢乐的数学课就这样在下课铃响起的时候
上完了，既激发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同时学生对年月日的认识也
得到了加强，非常具有创新性和新颖性。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
借助于多媒体给学生展现一个电子日历表，让每一位学生上台自
己操作多媒体，把自己的生日呈现在电子日历表上，既进一步强
化了学生对年月日的理解，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多媒体学习能
力，可谓一箭双雕。 

4 结束语 
总之，在小学数学教学活动开展中，教师要打破知识教学的

限制，在知识讲授的过程中，采取多种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使学生在知识掌握的基础上，获得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以此为
其数学学习能力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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