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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在小学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张文芳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毛市镇南剅小学  湖北监利  433315） 

 
摘要：在小学教学过程中，动手实践操作是确保学生形成创造力与逻辑

思维的主要途径。文章针对小学教学实践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进行分

析，结合动手操作能力的作用，从多个方面深入研究与探索，以更好的

制定与完善培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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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教学期间，学生普遍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及好奇心，因
此教师需要结合实际需求了解与运用学生的特征，在教学实践中
不断支持与鼓励学生进行动手操作，进一步提高对于知识的了解
与掌握，并为提高学习效率创建良好条件。其中教学实践也可强
化学生探索精神，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一、动手操作能力的作用 
想要更好的实现课程改革、教育模式创新以及落实人才培

养，就需要对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进行培养。其在确保学生掌握
知识与形成兴趣爱好的同时，也可从基础上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进行教学实践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学生和谐、可持续发展，使学
生将相关问题通过各种模型进行了解与运用，保证学生良好的掌
握各种知识，同时在情感、价值观以及思维模式等方面也可得到
全面发展[1]。动手操作能力还可为学生创建完善的动作操作氛围
与环境，进而为“探究、自主、合作”等教学目的的落实提供有
力支持，真正保证学生实现主动、活泼、生动的发展与进步。 

二、小学教学实践中培养动手操作能力存在的不足 
（一）缺少兴趣 
受到传统教学理念影响，小学生对于学习理论知识有着较强

习惯性，其通常认为理论知识的记忆较为简单、而理解程度也相
对较高。而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课堂教学模式具有较强被动性，
这种教学方法严重阻碍了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提升。同时在教学
实践期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相对较弱，其主要原因就是教学实
践需要学生进行探索与分析，而长期的传统教学方法使其对于探
索存在一定抵触心理，进而导致其学习积极性较弱。 

（二）动手操作能力弱 
受到以往教学模式的影响，教师在教学期间经常不会为学生

提供完善的动手操作机会，主要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操作，
而学生仅仅通过观看进行分析，这就使得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
受到一定阻碍。当学生缺少动手操作锻炼时，对于各种知识的掌
握就会出现较为模糊现象，若在出现相似问题时，学生仍无法进
行解答。 

三、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措施 
（一）设立动手操作氛围 
以小学数学教学实践为例进行分析，其所涉及的知识内容极

为丰富，同时与学生的日常生活也有着较为直接的关联，所以教
师就需根据实际需求以实际生活为出发点为学生设立完善的动
手操作教学氛围，在激发学生动手操作积极性的同时，更好的了
解知识的内容与含义，并为提高数学教学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例如：教师针对长方形知识进行教学时，想要让学生在真正
了解长方形具有的特征与面积计算方法，就需要在实际教学前准
备大量木棍与长方形，并在实际教学期间让学生利用小木棍拼出
长方形，同时学生还需要分析“长方形各边具有那些特征”接着
在通过学习小组进行探讨。其中学生会利用教师准备的小木棍组
成各种长方形，而有部分学生无法拼出正确的长方形。这就需要
教师不断进行鼓励与引导，让学生了解长方形相对边的长度相
同，而想要计算其面积需要长乘以宽。 

（二）强化学生动手操作积极性 
小学生在年龄等因素影响下，有着极大的好奇心与活泼好动

特征，所以教师就在教学实践期间想要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就

需要充分满足学生的各种特征需求，这才可确保学生乐于动手与
实践，进而从基础上促进学生动手操作积极性快速提升。 

例如：教师在讲解计算长方形周长知识时，可让学生利用米
尺、软尺等工具对生活中的各种长方形周长进行测量，如课桌、
奖状、相框等，同时分析边与周长之间的具有的关联。这会使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快速提升，进而使得动手实践效率不断增加[2]。
当学生积极进行动手操作时，会不断制定出各种测量方案。其中
虽然一些学生的测量结果缺乏精准性，但这种教学方法会从基础
上针对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进行培养，使得学生智力的开发具有
良好条件。同时，当教师在讲解长方形周长计算知识时，学生也
会更加快速的掌握知识要点，使得教师教学效率出现质的飞跃。 

（三）计算中强化动手操作能力 
进行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学生通常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与

内容，如加法、减法、乘法等，而学生在年龄因素影响下使得其
理解能力较弱，如果仅利用传统的记忆方法则无法促进教学效率
快速提升[3]。所以教师就可通过动手操作，提高学生对于各种计
算知识的了解与掌握能力。这也可从一定程度上促进学生动手操
作能力快速提升。 

例如：在对加减法知识教学时，教师应提前准备大量小纸片
或小木棍，接着在结合实际问题进行动手操作。其中教师可根据
实际需求提出相应问题，如“75-22”、“52+27”，同时让学生结
合问题使用教师提供的小纸片或小木棒进行动手操作。这时教师
也应及时进行引导，“加法可增加小木棒，而减法就需要减去小
木棒”，当学生进行动手操作实践后，就可计算出正确的结果，
进而更加深入的了解加法与减法的基础知识。 

（四）培养动手操作能力 
由于小学数学大量知识都与实际生活具有丰富、直接的关

联，所以教师在教学实践时，需要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进行有
机整合，并通过教学实践不断强化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从而确
保学生真正了解到数学知识具有的作用与意义，并掌握数学知识
与生活中存在的关联，以此促进其数学学习积极性的快速提升。 

四、培养动手操作能力注意事项 
首先，在培养小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时，需要运用科学的工具。

其中教师可结合实际教学需求不断引导学生使用正确合理的教
学工作[4]。其次，通过学具、教具、实物等进行动手操作活动，
同时其只属于一种方法，而不是教学目标。若实际教学期间无法
展示出概念的实质，就会导致学生的认知受到各种事物的影响与
约束，进而导致其学习效率不断降低。 后，在教学实践中，教
师需要在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时确保学生形成认真、谨慎的学
习态度、稳定合理的学习习惯以及爱护学具的优秀品格。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实践教学期间，只有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

力，才可确保学生真正的实现全面发展。但在客观因素影响下，
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存在一定不足，需要利用强化学生动手操
作积极性、设立动手操作氛围等方法，从基础上促进学生动手操
作能力快速提升，进而为实现其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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