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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兴趣教学 
◆林晓青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小学  广东深圳  518000） 

 
摘要：对于小学生来说，教师的数学教学除了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之外，

还应当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让学生爱上数学，感受数学的魅力，

这是传统“灌输式”教学模式所不能实现的，因此，教师应当在教学活

动中实施兴趣教学，让学生的兴趣成为学生学习数学的驱动力，让学生

体会到学习数学的乐趣所在。本文笔者结合自身的数学教学经历，分享

了兴趣教学的几点策略，希望对相关人士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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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贯穿学生学习生涯始终的一门课程，学生从小学开始
接触学习数学，小学阶段的数学学习不仅是让学生掌握基础数学
知识，而且是为了培养学生数学学习的良好习惯与兴趣爱好，学
生学习数学的 大驱动力是兴趣。小学生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干
扰，注意力容易分散，为了能够在数学教学活动中吸引学生眼球，
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师的教学中，教师就要是改变传统的“填鸭式”
教学模式，要通过兴趣教学让学生意识到数学的魅力，让学生认
识到学习数学的重要性，从而促使学生积极主动投入到数学学习
中。教师的兴趣教学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实现： 

一、加强数学教学和生活的联系 
数学是贯穿学生整个学习生涯的一门学课，由此可见数学是

非常重要的一门学课，但是因为数学是一门理论比较强的学课，
所以部分学生产生了“数学无用”的想法，认为数学并不能改善
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发展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教师在进行兴
趣教学时，首先应当纠正学生对数学这门学科的认识，加强数学
和生活的联系，让学生认识到数学来源于生活，和学生的日常生
活具有紧密联系[1]。对于小学生来说，其并非一无所知的幼儿，
其已经具备了一些生活经验，另外他们拥有较大的好奇心，好奇
心趋势他们去探究周边事物，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问题引
导学生去发现生活的数学知识。 

比如，教师在进行《100 以内的加法和减法》教学时，可以
直接抛出问题，“同学们，我们班有 32 名学生，但是隔壁班只有
28 名学生，那么我们班比隔壁班多几名学生？两个班共有多少
名学生？”教师在《认识时间》课程中，可以让学生回答自己早
上几点起床，几点到校，几点放学等，这些问题都和学生的日程
生活息息相关，会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让学生感受到数
学是一门极富魅力、极有兴趣的学课。 

二、重视培养学生的数学实践技能 
任何一门学课都对学生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数学虽然涉及

到很多理论知识，但是学生学习数学的目的并不是记忆这些理论
知识，而是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解决生活的实际数学问题[2]。
唯有运用数学解决问题，学生才能意识到学习数学的重要性，才
能了解自己是否熟练掌握了的数学相关理论知识，学生解决问题
后会产生获得感和成就感，会增强其学习数学的信心，让学生对
数学知识产生求知欲，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热情。因
此，教师在数学教学中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数学实践技能，能够
让学生在实践课程中领悟数学的价值[3]。 

比如，教师在讲授《认识钟表》一课时候，因为课本上的钟
表图片都是静态的，对学生没有吸引力，另外有些学生的知识迁
移能力比较差，虽然通过课本上的钟表图片认识了三点、六点和
九点，但是对于其他课本上没有体现的时间却未能准确认识。因
此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采取实践教学，带一个真实的钟表工具，让
学生自己去认识钟表。另外在学习图形面积时，可以让学生组成
小组，丈量教室的长和宽，进而算出教室面积。通过这种实践教
学提升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巩固学生知识的同时，可以让其产
生成就感和获得感，增强学生数学学习信心，发挥兴趣教学的
大价值。 

三、营造多样的数学教学情境 
数学学习因为涉及到诸多理论和计算问题，需要学生付出较

大的耐心，但是如果教师采取“灌输式”教学，只重视学生运算

能力的培养，就会让学生产生抵触心理，有些学生卷面成绩不够
理想，这打击了学生学习积极性，让其丧失了学习兴趣。数学虽
然涉及到诸多理论知识，需要学生进行大量的分析和运算，但是
数学学课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应当为学
生营造丰富有趣、多样的数学教学情境，打破传统数学课堂的沉
闷感，让学生领略到学习数学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让学生感受到学生所蕴含的趣味性[4]。 

比如，教师在讲解《小数的加法和减法》时，可以通过问题
设置对应的情境，教师可以提问学生“如果我们买了一本书花了
9 块钱，买了一只笔花了 2 块钱，我们可以一眼就看出我们总共
花了 11 块钱，这个同学们肯定都会。但是倘若我们买的书花了
9.3 元钱，买的笔花的是 2.3 元钱，那我们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我们之前已经学习了小数，也知道这两个价格都是小数，所以这
里是不是就涉及到小数的加法呢？我们这节课就要学习小数加
减法，学习完这节课，同学们就可以自己解决这一类问题，如果
以后去了超市，我们就可以帮爸爸妈妈计算一共花了多少钱”。
通过这类引导让学生认识到学习小数加减法的作用，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让学生对本节课的知识产生兴趣。教师在折线统计图、
多边形面积等这一类涉及到抽象概念的知识中，也可以创设有趣
的情境，让数学知识简单化，让学生更为透彻地理解相关知识。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忽略

了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不能较好地激发学生数学学习兴趣，小
学数学教师在教学中采取兴趣教学，能够围绕学生展开课堂教
学，更为符合学生的需求，可以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让学
生更为主动地参与到数学课堂的学习中。在兴趣教学中，为了充
分发挥兴趣教学的作用，教师可以加强数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联
系，着重培养学生的数学实践技能，营设有趣的数学教学情境，
让学生能够认识到数学学习的重要性，感受到数学课程的魅力，
体会到学习数学知识的趣味性，从而爱上数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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