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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构建互动课堂，提升学生素养——谈小学数学教学 
◆苏日陈 

（广东省廉江市营仔镇中心小学） 

 
摘要：数学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是深化教师对学生了解，把

握学生学习现状并对进行针对化教学额重要方式。互动课堂的构建，能

够给教师提供反馈性教学信号，让教师针对学生未能掌握和理解的内容

放缓教学节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夯实学生学习基础。对此，互动课堂

是高效课堂构建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学生知识素养的重要方法。本文

就小学数学教学中，互动课堂的构建措施展开了论述，提出了几点措施

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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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境构建，激发学生的互动热情 
生活是学生基础性感知经验获取的 直接的方式，是帮助学

生优化认知、整合学习资源的重要手段[1]。生活化资源也是学生
长新知、收集整理并升华数学认知的重要方式。对此，教师在教
学中应当善于应用生活化资源，并通过构建教学情境的方式，让
学生 基础的生活感知经验走进课堂教学，成为学生向教师反馈
的重要教学途径。例如，在《小数的认识和加减法》这一节内容
的教学中，教师在新课教学中便可以构建生活化情境的方式开展
教学。在教学中，教师呈现生活中常见的超市购物的场景，将一
些生活化物品及其价格呈现给学生：铅笔 0.5 元，书包 39.9 元，
铅笔盒 5 元，卷笔刀 4.2 元，篮球 60 元，尺子 3.99 元。如上情
境构建之后，教师引导学生结合情境中的价格对以上文具进行分
类，并说明自己的理由。通过这一过程，学生会发现：以上物品
中的，铅笔、书包、卷笔刀和尺子的价格都是由“.”的，此时
学生也就会将以上物品归位一类，而铅笔盒和篮球则不含有“.”，
那么这两种物品可以归为一类。通过这种分类方式，教师借助学
生的生活化经验，认识到“.”，然后顺势引入小数的概念，也就
帮助学生在情境中借助了学生的生活经验，有效将其应用到课堂
中。由于这类经验在学生的实际生活中较多，学生在分类并说明
理由时，也就变得十分踊跃，问题回答也十分积极，此时的互动
课堂也终于达成。再比如，在《可能性》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
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出商场中抽奖活动
中所使用的转盘，根据颜色的面积说明哪个颜色是一等奖（中奖
率 低），哪个颜色是幸运奖(中奖率 高)。此时，学生借助自己
在可能性这一部分知识的理解和自己实际生活经验的结合，也就
认识到圆盘中的面积和对应的可能性大小的关系了，在本节学习
中掌握好的学生就会安耐不住自己的热情，踊跃积极回答教师设
置的情景化问题，互动课堂也就随之建立。 

二、问题启发，引导学生深度思考 
在教学中，新知的学习是伴随着教师对问题的引导而逐步深

化的，并且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培养也是在教师设置的循序渐进的
教学问题的启发下逐步提升的[2]。为逐步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平，
释放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思维潜力，教师在教学中也可以通过问
题引导的方式逐步帮助学生深化新知的理解，并通过问题启发、
逐步诱导的方式深化认识，以问题引导的方式构建互动课堂，让
学生与教师在交流互动的方式中，深化学习。例如，在《天平游
戏》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天平是学生学习抽象的方程的一个类
比教学的模型。在天平使用的过程中，教师通过投放不同的物体，
并引导学生思考探索：在天平使用中，你都有哪些发现呢？天平
的平衡意味着什么呢？在天平中的左右两盘中分别加入相同质
量的物体，还能保持平衡吗？如果将天平看作是一个方程的话，
那么平衡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将等式两边同时乘以或者除以同
一个数（不为 0），那么等式是否成立呢？请你借助天平的使用
进行思考，交流并回答老师的问题。通过如上系列问题的设置，
学生借助天平模型认识和学习了等式这一概念，认识到天平平衡
实际上便是意味着等式的成立。而在等式的左右两端同时加减或
乘除同一个数（不为 0），都能让原本平衡的方程依然成立，这
也就意味着等式两端乘或除一个不为 0 的数，等式依然成立。通
过以上问题的启发，学生在借字母表述数的基础上，深化了对方

程的认识，并且在解方程的学习中也建立了思维的模型。循序渐
进难度问题的设置，让学生步步深入，学生的互动反馈过程中，
逐步向教师呈现自己的思维成果，教师借助反馈帮助学生逐步点
拨、引导，高效的互动反馈让课堂氛围变得十分活跃，学生在课
堂中也获得了思维能力的提升和优化。 

三、教学留白，释放更多学习空间 
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尊重学生的主体地

位，并给学生创建学习空间，以释放学生的思维潜能、发散学生
的思维，提升学生新知学习的灵活性[3]。例如，在《四则混合运
算》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由于学生在此之前已经学会了加减乘
除等四种计算方法，并且也经历了大量的计算过程，这是学生在
本节课之前的学习基础。在本节课的教学中，学生借助以前学习
的内容，能够逐步独立求解出教师设置的四则混合运算的问题。
但是，在解题的方法上，学生个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部
分学生中规中矩地进行计算，灵活性不高；也有部分学生巧妙地
运用了一些技巧和方法，简化了问题、删减了不必要的计算程序，
让数学问题的求解更加灵便。此时，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不对学生
的解题方法进行干涉，更多的是将不同的解题思路和方法呈现在
课堂教学中，让学生自己去评价和认识。经过教学内容和解题方
式的呈现，学生将会意识到，灵活地掌握技巧和方法，先对其进
行简化再进行计算，既能节约时间，也能简化步骤、提升准确度。
此时，学生简化再进行计算的解题策略也就不言自明了。此时，
教师引导学生反馈并说明自己的做题方法，也就让课堂变得更加
活跃，教师对学生的方法进行评价和鼓励，课堂氛围更加热烈，
课堂教学效率也就更高。 

总结 
互动课堂的构建，让学生充当课堂主人的教学方式，既让学

生深化在新知学习过程中的体验，也让学生在新知学习中的能力
提升效果更强。对此，教师在教学中便可以通过构建生活化情境、
问题启发和运用教学留白的方式开展教学，以提升优化学生的数
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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