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0 月（总第 217 期） 

1123  

教学实践 

农村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实施素质教育 
◆周小霞 

（东乡族自治县春台乡大方小学  甘肃临夏  731400） 

 
摘要：农村小学素质教育，要立足于实际教学，结合当地教育特色，树

立新的教育思想，教育、教学观念不断革新，由传统式教学向开放式教

学转变，由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教学观念向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教学观

念转变，由抽象的数学问题教学向问题情境教学转变。教师要应用各种

生动活泼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多动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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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小学数学教育改革必须使数学顺
应学生学习的需要，从抽象枯燥的形式中解放出来,走向生活、
走向大众。实施素质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实现现代化的需
要，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而且，数学知识在我们现
实生活中应用极为广泛，在数学教学中，只有以科学的教育理论
为指导，坚持数学的素质教育进入课堂，在备课、课堂教学、作
业批改、考试讲评等环节上下功夫，才能使底子较差的学生学好
数学，从而整体上提高教学质量。以下结合我们农村小学数学教
学,谈谈我的一些经验供同行们参考。 

一、教师的教学行为起着一种主导过程的作用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不断地激励学生的学习

动机，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排除各种干扰，协调各种活动。数
学课的学习，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喜欢，每个班的学生当中，都有
一些人对数学的学习感叹到特别吃力，而他们都不甘落后并想学
好。教师应该针对他们的特点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点燃他们心
中近于熄灭的希望火焰。首先教师的言谈举止、治学态度、心态
学识对学生往往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作为教师应该特别
注意在学生中塑造自己的治学严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对自
己的生活和工作表现出信心满怀的形象，力图成为学生心目中的
楷模。 

二、数学课堂教学应着力于学生学习能力培养 
数学课堂教学是对学生数学素质教育的主要场所，培养学生

自己获得知识的能力，必须坚决摒弃传统的照本宣科的教学方
法。在平时的数学课堂中，我极力要求学生自己“动手”： 

1、要求学生动手做好课堂笔记。我把记笔记作为培养学生
能力的重要内容，严格要求。常见一些教师上完一节课后，学生
竟然连笔记也没写，这样的课堂效果一定是不好的（因为每个人
的记忆是有限的，做了笔记，学生在回忆不起来教师所讲的某个
重要内容时，翻开笔记就能找到了。）教育心理学研究证明，一
个人只有在其自身的视觉、听觉、触觉同时运用时，才能引起大
脑皮层的高度亢奋。我在教学中，对于重要的概念、公式、定理
的推论，一定要学生动手写一遍，要求学生对于教师补充的综合
性较强、难度较大的例题一定要笔记下来。 

2、教会学生“会学”。我们在注重研究教法的同时,还要研
究如何教会学生会学。传统的教学方法是“灌”的教学方法和“记”
的学习方法，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强调学生自学、想学、会学、
会探究、会发现、会创造。我的具体方法如下： 

（1）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阅读课本，写出读书笔记，这是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行之有效的一个好方法。 

（2）对于教科书上的某些例题让学生自己动手算。通过“算”
既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基础知识的理解，又可以提高运算能力，
加快学生运算速度。可是，却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学生课后要做的
事情，其实课堂上也应分出一定的时间让学生进行运算能力的培
养，久而久之，运算能力就能有效地提高了。 

（3）鼓励学生演算有关参考书的题目。有不少同学对我说：
“老师，你上课的问题我都能听得懂，作业也会做，可是考试却
不行了，不知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作了具体的分析之后，对
他们说：“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没有掌握问题的实质；二是自
己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太少了。单靠算教本上的那几条题目是不
够的。还要适当地演算一些参考书的题目，加深对基本概念和基
础知识的理解，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要求学生每人都要一、

二本的数学参考书，并允许他上课时拿来看，如果我所讲的问题
他们已经懂了，就不必再听我讲了，而可能自行练习参考书里有
关题目或看有关题目的解答方法，从而拓宽他们的数学知识，提
高他们数学解题的技巧、方法、运算能力等。 

三、多表扬和鼓励学生，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美国心理学家索里和推尔福特认为，人类社会性动机有交往

性动机和威信动机两种，学生交往动机表现为愿意为他所喜欢的
教师学习，而拒绝为他所不喜欢的教师学习；因获得师长的赞扬
而认真学习，因受到批评或奚落而灰心。有经验的教师往往注重
首先取得学生的信任，有人说取得学生的信任是教学成功的一
半，这话并不无道理。从教学心理角度来看，学生一般具有“向
师性”，他们愿意为他们所喜欢的教师而学习，把他们所崇敬的
教师作为生活中的楷模和精神，偶像威信动机侧是一种更高级的
社会性动机，学生希望获得教师的肯定和赞扬，追求别人对自己
的尊敬，向往获得成就等。这类动机是获得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
的心理基础。为经常激起学生的学习动机，在教学过程中，我注
意做到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表扬学生，特别是后进的学生。只
要在课堂上能回答对一个小小的问题，我都会给他们适当的表
扬。每次测试和段考、期考讲评之前，我抽出一定的时间表扬和
鼓励在考试中取得进步和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曾经有一个成绩
中下的学生在一次测验考得了 90 分，在班上受表扬后回去告诉
他爸爸，后来他爸爸送他来学校时，去找我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
习情况，我告诉他孩子现在变得喜欢学习，并爱上学数学，他父
亲说就是因为我对孩子的表扬产生的效果。这显然是威信性动机
驱使所产生的效应。 

总之，农村小学数学教学实施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最
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学生的潜能，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学会思
维，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实践经验证明，只要能坚持素质教育
进课堂，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大胆摒弃传统的由教师点圈
点作业，令学生限期缴交的被动学法，形成“要我学”变成“我
要学”的积极主动性学习风气，一定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大
面积提高数学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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