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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课堂阅读教学研究 
◆黄满荣 

（广西桂平市木根镇德华小学  537212） 

 
摘要：数学阅读教学贯穿到教学中有其独特的呈现形式，本文根据教师

上课环节和教学内容，总结了数学阅读教学的一般呈现形式，即复习旧

知，情境导入、给出提纲，指导自学、带疑入课，精讲深化、讨论答疑，

巩固练习、总结归纳，作业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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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习旧知，情境导入 
“复习旧知”是数学阅读教学的一般开端，是对之前学过的

知识的复习巩固加深理解，例如教师在正式上课前，要学生针对
上节课中的某个概念或者某个题意进行自行阐述，获得理解。而
“情境导入”主要是导入新课，这是数学阅读教学课开始的重要
环节，目的是吸引学生学习新课的兴趣，在教师创设的各种情境
中，学生能感到数学阅读的乐趣，产生继续阅读的欲望，从而引
起数学阅读的需要。创设的情境主要以趣味性，营造良好的氛围
为主，比方说，讲述一些数学趣味小故事、有趣的生活中的数学，
或开展数学热身游戏等，在和谐愉快的氛围中使学生进入新知的
学习。 

二、给出提纲，指导自学 
教师通过情境导入激发了学生学习阅读的兴趣，此时教师要

看准时机，出示提纲。数学阅读教学课中在教师正式讲解新课的
概念或例题时，为学生提供关于本次课的阅读提纲，它是由问题
串组成，里面包括新课的阅读目标和阅读重难点，学生带着这些
问题去阅读相关材料。所有提纲里问题的排列是由易到难，按照
教材内容的前后呈现，教师在出示提纲后，要给予阅读指导，使
学生指导如何阅读。首先，教师根据提纲中的问题，教师先讲清
楚提纲里的内容，具体的设计，阅读的方法，先初步引领学生阅
读，而后根据提示学生自主阅读，自主阅读前教师要强调阅读时
注意思考看看能不能试着推出后面的结论，这一过程教师可根据
阅读材料的难度对不同的学生提不一样的要求。其次，教师要控
制阅读时间，一节课的时间有限，教师要把握好学生的阅读时间，
争取在规定的时间内学生能完成对新知的思考和理解。最后，使
思维看得见，根据提纲阅读完数学材料后，在教师引导下，学生
能说出阅读后的结果，比方说一个知识点它的条件，关键要素，
怎么去求解，这都是学生通过自主学习阅读，自己分析思考的思
维过程，通过提问提尚学生数学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三、带疑入课，精讲深化 
“带疑入课”是指学生在阅读提纲，自学过程中，肯定会产

生很多的疑问，阅读过程中将疑问用记号笔或其他方式标注出
来，在阅读完成后，小组汇报教师将疑问统一整理，进行讲授新
知，学生带着疑问去听课。疑问是学生听课的动力，好奇心和求
知欲促使学生在听课中全身心的投入，聚精会神的听讲，为教师
的讲解和学生的听课做铺垫。精讲深化，是指教师在讲课中对学
生存在的疑问精细讲解，加深学生的理解。精讲深化秉承的精神
主要是以学生为课堂学习活动的主体，以学生的疑惑为课堂的重
点教学内容，教师了解学生的疑问，便于把握整节课的重点，抓
住关键要素，有针对性的指导。带疑入课，精讲深化，是数学阅
读教学中最关键的环节，也是时间分布最多的环节，是数学阅读
教学的重中之重。 

例如，人教版小学五年级下册数学第四单元，教师在讲解真
分数、假分数、带分数之前学生通过提纲阅读了所给资料，给出
了疑问，假分数可以化成带分数，那么为什么还要单独起个名
字？教师在讲课时要根据疑问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使得学生加
深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学生在阅读时的疑问是学生难以理解的地
方，也可能是以后学习容易出错的地方，教师要将其作为教学重
难点，带领学生去深入理解。 

四、讨论答疑，巩固练习 
经过教师的精细讲解，学生对先前的疑问有了答案，但是不

可避免的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教师组织每个小组之间互动交流，

对有疑问的地方互相讨论，互相质疑。讨论的过程是同学之间互
相沟通和学习的过程，学生之间的理解水平，对数学知识的学习
水平层次不齐，小组讨论就是为了取长补短，一位同学对某个知
识点产生了疑问，另外一个同学可能刚好对此问题理解通透，这
就给了彼此互相学习的机会，使得学生之间切磋琢磨，找到答案，
解决疑问。当然，存在一些学生之间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时小组
代表起来质疑，能回答的小组可以现行解疑，没人解决的，教师
答疑解惑，这里要注意的是教师要有选择的进行答疑，一些跟所
学内容没有一点关系，漫无边际的问题要机智处理。 

经过一系列的答疑和教师的详细讲解，学生对所学内容有了
比较深刻的理解，也知道了阅读的方法和注意的问题，这时要及
时跟进锻炼，做练习加以巩固，选择之前讨论容易出错的练习，
有针对性的练习，学生将学过的方法运用到新的练习题中。这时
一节课当中学生对学习理解内容的反馈过程，学生一节课学的怎
么样，掌握到什么程度，在练习题中都有所体现，教师据此查漏
补缺。 

五、总结归纳，作业布置 
数学阅读教学课中，总结归纳在一节课中所占时间极短，但

却一节课的精华所在，“总结归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生对
本节课内容的总结，学生总结一节课的重难点，发表对本节课的
感受，分享自己阅读的小技巧，总结自己在阅读课堂上的经验和
不足，这是阅读水平提高的关键，也是锻炼学生数学课堂表达能
力的重要环节。二是教师对学生的发言适当鼓励，增强学生的阅
读自信，同时补充学生没有说到的重难点。作业布置，是教师在
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内选择恰当的内容，给学生课后思考的空间，
是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体现，可以是练习题目，也可以是跟本节
课有关的数学故事书等等。 

结束语： 
以上是数学阅读教学的一般呈现形式，在现实教育教育教学

中，课堂教学具有灵活性，可能每个环节不能一一呈现，也有的
教学内容需要灵活选择适当的方法，在教学中可根据实际学生和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进行调整，选择最有利于学生阅读学习的
方式来展现课堂教学。 

参考文献： 
[1]周淑红，王玉文.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特质与建构[J].数

学教育学报，2017,（3). 
[2]岳欣云，董宏建.论小学数学隐性学力的提升[J].课程教

材教法，2016,（10). 
[3]李万江，刘广存.重视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J].教学与管

理，2002,（11). 
[4]季国栋.数学阅读不应成为失落的世界[J].教学与管理，

2008,（3). 
[5]胡秋雁.数学阅读要读出哪些数学素养[J].人民教育，

20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