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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关注课改背后的倾听 
——让低年级数学课堂更高效 

◆宋  晶 

（广东省珠海市侨光小学  519000） 

 
摘要：在当前数学“分享式教学”新课堂改革的环境下，老师们注重学

生的天性的释放，鼓励学生多说多讲，为课堂气氛注入了新的色彩。但

在一些小学数学课上，学生只是急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忽视了倾听，

这导致课堂的混乱，学生的学习效率低下，影响了学生数学素养的提高。

表达固然重要，但“听”是获取外部信息的关键，是有效学习的前提，

如果没有良好的倾听习惯，数学独立思考、计算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

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本文基于当下课堂现状，提出了问题，从而探究出

培养低年级学生在数学课堂主动倾听的能力的方法，真正实现高效的数

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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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今低年级数学课堂现状分析 
实施课堂改革以来，课堂注重以生为本，鼓励学生多动、多

说。尤其，我校在数学课堂上大胆开展“分享式教学”，老师们
纷纷反馈，通过探究-思考-汇报的分享式教学形式激发了学生兴
趣，调动了学生积极性，引发了学生的数学思考。从课堂氛围来
看，孩子们变得更加活泼大胆，课堂也变得活跃热闹起来，学生
敢于提问题、敢于质疑、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这些无不
都是“分享式教学”给孩子们给课堂带来的益处。然而，与此同
时，在课堂上，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1、在回答问题时，
学生没有完成他的发言，其他同学就纷纷举起手，总认为自己的
才是对的，插话道：“老师，我来说。”当老师点名一个学生回答
时，其他举手的学生一致叹息，感到没有意思，对于同学的回答
并不关心，觉得既然老师不请我说，我也就不用听了，有种事不
关己的感觉。尤其是低年段孩子们“说”的意愿远大于“听”的
愿望，他们急切的想表现自己，吸引老师的关注。场景 2：当老
师津津有味地讲课时，学生们却忙着做别的事情，或小声说话，
或心不在焉。场景 3：课堂上还有一部分学生，眼看老师，坐姿
端正，看起来非常遵守课堂纪律且认真听讲的样子，但其实如果
点名回答问题，他却又不知老师在讲什么，回答不上来……以上
这种“不爱听”和“假听”现象，在低年段数学课堂中极为普遍，
由此便反映出我们的课堂教学问题，学生不懂得也不重视课堂的
倾听，不由得引入深思。 

基于以上现状分析——许多教师与学生重视说，忽视听，使
学生表现欲高涨，以自我为中心意识强烈，反而降低了课堂学习
的效率。那么，如何在浓厚的“分享式教学”课堂教学中，培养
低年级学生的主动倾听能力呢？ 

二、倾听及其习惯培养的重要性 
"倾听"就是仔细听别人说话，并对其发言进行思考分析，所

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由此可见“听”尤为重要。对
于小学生来说，“倾听”是一种重要的学习习惯，也是一种学习
技能，是获取外部信息的关键，是学习的基础。如果没有良好的
倾听习惯，那么数学问题理解、计算、独立思考与问题解决能力
的发展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其实从小学到大学，大多数人在课堂
上主要是通过听来获取知识的。美国教学与研究协会主席丹尼斯
说：“教师首先应该在课堂上教学生听的学习技巧”，而小学生尤
其在低年段是培养良好学习习惯的 关键时期，。 

 因此，在一节优质的数学课堂上，光有学生的自我表达是
不够的，只有在通过倾听获取信息后，经过自我加工，再大方展
现表达才精彩有效。如果不会“倾听”，何来积极思考呢？又如
何学会与他人合作和沟通呢？可以看出，倾听是非常重要的，在
新课标改革的大教育环境背景下，我们重视孩子的表达是大势所
趋，但作为前提，我们也应注重倾听的能力和习惯培养。 

三、培养学生认真倾听的策略 
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1、尝试正确倾听姿势养成倾听的习惯 

听课姿势和身体动作能直观的反映出一个学生是否在认真
倾听。规范的坐姿，有助于学生学会注目倾听。课堂上，当老师
在讲课或学生发言时，其他学生用眼睛注视发言者。对于同学们
的发言内容可以及时给予点头或摇头的反馈，对于认可的内容可
以配合肯定的手势，以鼓励发言者，也促使自己听的更专心。在
低年级的课堂中，可以巧妙的运用一些口令，如：小耳朵，认真
听！123，坐端正！小眼睛，看这里！等等，与老师对答。经过
一段时期的练习，在条件反射下，学生就能自然在口令中规范自
己的言行，认真倾听了。 

2、明确倾听的规则  约束倾听的行为 
认真倾听他人发言是一种文明懂礼的表现。低年级的孩子，

尤其是一年级的新生对于课堂常规懵懂无知，但可塑性很强。俗
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生应该明确课堂应做和不应做的
事情。当然，每个学生是独立的个体，老师应该尊重学生的差异
性，在此前提下，老师和学生可以共同协商的上课倾听和表达规
则，例如： 

(1)说话前学会先举手，得到老师允许才可发言；（2）老师讲
课时，同学们要用耳朵听，随后表达自己的想法。(3)同学发言时，
教师及其他同学亦应细心聆听，随后给予意见反馈。(4)无论谁发
言，发言过程中，不得打断，直至发言者结束讲话为止。 

从老师角度出发： 
1、创设有趣数学情趣，使学生乐于倾听 
事实上，每一分钟都集中注意力在课堂上是不可能的，尤其

儿童天性好动，单调的听讲无疑是无趣的。对于低年级的学生，
老师可以利用该年龄段儿童心理特征，激发学生倾听的欲望。心
理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孩子们用图像、颜色和声音思考”。
教师可以尽可能的运用新颖有效的教学手段来创设有趣的课堂
活动，如在多媒体教学中加入音乐、故事、图片等元素。在数学
课堂上，利用数学解决问题的学科特色，在趣味的教学情境中，
穿插悬念关卡，激发孩子探奇觅胜的求知欲，在新知的传授中，
采用动静结合，让学生在认真仔细的倾听和大胆表达相结合的学
习形式中，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有强烈的聆听欲望，那么有意注意的保持时间便也自然增
长。 

2、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愉悦学生的倾听体验 
在教学中，良好的习惯应该得到鼓励和加强，对于不良习惯

给予适当的惩罚。在课上老师应该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利用
评比、鼓励性的言语等强化学生倾听的习惯，例如“比比谁是
佳听众”，“比比谁的耳朵 灵敏”，“谁在认真倾听，我们向谁学
习”，在倾听之余，如果学生还能对听到的内容作出反馈，表达
出自己的简介和不一样的观点，就更应及时给予表扬和奖励。例
如，“这有点不同，你真是太棒了！”“你对他的发言进行了补充，
这对他真的有很大帮助。“这位同学不仅复述别人的内容，而且
还能说出自己不一样的想法，真是太棒了！”。除了言语的鼓励，
在低年级，老师还可以善用小红花，与小奖品关联一些实质奖励，
促使学生体验通过努力获取成功的喜悦，促进学生进步。对于听
讲习惯不好的学生，老师应该及时指出对其进行教育，情节严重
的甚至应采取小惩罚，比如扣除小红花等方式。相信通过一段时
间的努力，学生学会倾听，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并积极学习。 

总之，在课改关注学生“说”的环境下，想要实现课堂教学
更加立体、高效，使学生成为课堂 大的受益者，成为学习的真
正主人，就必须先学会倾听。相信，当学生慢慢感受到倾听的魅
力和由此带来的数学乐趣时，我们的数学课堂上就不仅会有热烈
的发言声，也会有静静的倾听和默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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