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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创新教育课堂教学模式 
◆格勒朗加 

（西藏昌都市江达县波罗乡第一小学） 

 
摘要：新课改背景下，教师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设计工作，不断

创新教学模式，促进小学数学教学实效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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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是小学教育的三大主科之一，小学数学教育关系着
对学生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更关系着学生的未来升学与
发展前途。因此，开展好小学数学教育工作乃是重中之重。传统
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多有局限之处，只有尽快实现教学创新，
才能有效提高小学数学教学效率。 

一、课前教学目标创新 
实施创新教育，作为教师，必须建立真正的创新教育理念，

备课要与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学生的生活实际相适应，从提高学
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品质着想，教学目标不能过分拘
泥于教材内容而制定具体的目的和要求，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根据学生的生活实际，将理论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合理制定
既能满足实际教学需要，充分发挥出教学目标的指导性作用。 

二、课堂多元化教学创新 
（一）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动机引起的，而人的

动机欲望是在一定的情境中诱发的。因此，为学生设置新奇、困
惑、充满情趣的教学情境，积极构建宽松、民主、和谐的创新氛
围，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让学生主动创
新、乐于创新。 

例如，在教学《平行四边形面积公式的推导》时，教师可以
先引导学生回忆长方形面积的计算，有意渗透知识转化思想[1]。
然后让大家想一想： 

谁能把平行四边形转化为长方形，导出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计
算公式，比一比谁的方法最新颖、独特、有创造性。 

学生们在这样的情境中创新，边思考、边讨论、边操作，得
出了多种推导方法。 

（二）引导自主学习，培养学生深层探究 
思维研究认为，每个人都蕴藏着无限的潜在创造力。学习归

根结底是学生的事，教师只是一个指导者和引导者，但教师却代
替不了学生的学习活动。教师要尽量创造条件，给学生自主探索
知识，自己去发现规律，变学习过程为探索创新的过程。 

比如，在学习了分数的认识后，教师让学生取一张正方形纸，
把它折成面积相等、形状相同的四块，同学们很快想出四种折法。
这时，教师并不急于告诉学生其他折法，造成一个课堂悬念，激
发学生积极探索的欲望，既促进他们进一步思考尝试、探索，又
得出了多种折法。 

（三）加强合作学习，培养学生协作精神 
一个人要有所创造，除了个人努力钻研和具有开拓精神外，

还要有善于与人合作共事的精神，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挥小
组群体的活动功能，给学生较多讨论分析的机会，使学生在知识
方面相互补充，在学习方法上互相借鉴，善于合作，集智取长的
精神。 

例如，在教学《认识万以内的数》时，教师引导学生做游戏，
在游戏中轻松巩固所学知识内容。 

师：“讲台上摆有多张写有 0 到 9 的数字卡片，我会叫几名
学生上前来，每人抽取其中一张，当然老师也会抽一张卡片，然
后我们会站成一排，其他学生要读出我们摆的这个数。” 

游戏开始后，教师选了 3 名学生和自己搭档，教师抽到了
“0”，其他三位学生分别抽到了“2、3、6”。 

师：“我该站在什么位置呢？” 
生：“老师，你抽的这个数字很特别，一个四位数的第一个

数字不可能是零，所以，你不能站在第一个，你先站在第二个位
置吧[2]。” 

于是，教师和这几位学生站成一排，组成了一个四位数

“2063”。 
生 2：“两千零六十三。” 
师：“真棒！你们还可以根据我们手上的数字，说出一个数

字，我们为你们摆出来。” 
在这个游戏中，教师和学生共同合作，一起开展游戏活动。

这种师生合作的教学模式，在活跃了课堂气氛的同时，促进学生
更进一步的学习和思考。 

三、课后作业设计创新 
教师在完善教学过程的同时，要注重学生课后习题和作业的

巩固。课后作业的布置就是帮助学生巩固课内知识的同时，深化
知识在学生脑海中的印象，让学生了解知识点在不同的题型呈现
的方式。教师在布置作业的过程中，要注意作业形式的多样化，
保持学生课后学习数学的兴致和乐趣。 

（一）作业布置的针对性 
要想利用课后作业来帮助学生掌握数学知识，就必须结合学

生自身特点以及其学习能力，根据学生各方面的差异来设计课后
作业。 

例如，在讲解《规则面积》有关知识的时候，教师可以布置
这样的课后作业。 

1.对于正方形面积掌握熟练的同学，课后完成练习第二大题
（较难），同时根据规律推算长方形面积； 

2.尚为模糊的同学完成课后第一大题，同时再次推演三角形
面积公式。 

这样的布置就可以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在课后够有所收
获。 

（二）作业布置的操作性 
数学来源于生活，脱离生活的理论学习会让学生缺乏对数学

的深刻认识。因此在布置课后作业的时候，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加
入生活实践的元素，以增加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比如说：地区每天下雨的概率是 0.8，天气预报准确性为 0.8，
天气预报说明天会下雨。求明天下雨概率？ 

通过对天气状况的了解并求得概率，可以让学生意识到数学
学科的实用性，使学生对数学产生兴趣，愿意动手去做去学[3]。
同时，在动手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也是一个知识逐渐掌握的过程，
提高了知识的掌握能力。 

（三）作业布置的趣味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旦学生对课后作业产生兴趣，就

能以一种积极的学习情感投入到做数学作业中来。例如，《百分
数》一课的课后作业，可以这样设计： 

1.一件衣服标签上写着“前片 68.4%棉”“后片 100%棉”，这
里的百分数是什么意思？前片的含棉成分多还是后片的含棉成
分多？请你也在一些商品的标签上找到百分数，读一读这些百分
数，并说一说这一些百分数的意思。  

2.找一找啤酒和白酒瓶上的酒精度，比一比它们的大小，并
结合百分数的知识说一说喝哪种酒更容易醉。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根据教学内容为学生设计生
活化的作业，让作业内容充满趣味性。 

结语： 
新课改形势下，传统的小学数学教学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新的

教学要求，因此，为保障课堂教学质量，小学数学教师必须不断
提升教学能力，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努力打造小学数学教学高效
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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