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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课堂如何有效地转变教学方式 
◆裴应平 

（清水县西关小学  甘肃省天水市  741400） 

 
新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教学是数学活动的教学，是师生之

间、学生之间交往互动与共同发展的过程。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
人，教师是数学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传统的数学
课堂教学通常采用的方式是教师讲、学生听；课上练习、课后作
业这样的教学，一般都离学生生活较远，难于拓宽学生的视野、
贯通学生的思想，因此不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也不利于学
生创造性的孕育。所以，新课程下的小学数学课堂就要转变这种
教学方式，实现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彻底变革，那么
如何在小学数学课堂有效地转变教学方式呢？下面结合近几年
我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小学数学课堂有效地转变教学方式的几
点浅见。 

一、关注学生的个人知识和直接经验。 
活泼是孩子的天性，但传统的教学方式看上去离孩子的生活

较远，而《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数学课程不仅要考虑数学自
身的特点，更应遵循学生学习数学的心理规律，数学教学活动必
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之上。”所
以，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活动应该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经验
开始，从直观的和容易引起想象的问题出发，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使得学生感受到数学就在自己的身边，与现实世界密切联系。 

例如在教学“容积”这一内容时，首先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
展示《乌鸦喝水》的故事，利用学生以前在语文课时学习的把石
子放入瓶中水位就会上升，乌鸦才能喝到水的道理，引出“容积”
这一概念，从而为学习容积的相关知识作好铺垫。 

二、注重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索、合作交流。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

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要改变以
例题、示范、讲解为主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投入到探索和交流
的活动中，让学生在具体的操作活动中进行独立思考，鼓励学生
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与同伴交流，教师还应提供适当的帮助和指
导，善于选择学生中有价值或意见引导学生开展讨论，以寻找问
题的答案。 

如在“可能性”的教学中，“旋转转盘，指针落在阴影区域
的可能性大，还是落在白色区域的可能性大”这一内容，首先可
以将学生分组，让每一个学生先猜测指针会停在哪一个区域内，
然后动手旋转转盘。学生在亲自旋转转盘的过程中体会到，当转
盘没有停下来以前，指针落在阴影区域还是落在白色区域是不确
定的，通过多次旋转后，学生逐渐体会到指针落在阴影区域和白
色区域的次数不一样，停在白色区域的次数比落在阴影区域的次
数要多，即指针落在白色区域的可能性比指针落在阴影区域的可
能性大。在学生动手操作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开展讨论，
交流自己的感受。这样的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合作交
流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寻求数的规律的能力，比单纯地做几
道计算题更具有挑战性，也更有趣。 

三、注重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化。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要大力鼓励解决问题的“多样化”，

淡化教师逻辑式的精心讲解，鼓励开放式的探究。”在小学数学
课堂教学中应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征，允许不同的学生从不
同的角度认识问题，采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用不同的
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鼓励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化，是因材施教、
促进每一个学生充分发展的有效途径。 

比如在教学“小明家养鸡的收入是 243 元，养猪的收入是
479 元，估计这两项收入一共多少元？”时，不同学生的估算策
略可能有所不同，有的学生认为：“200 加 400 等于 600，43 加
79 大于 100，因此它们的和比 700 多一点”；有的学生估算方法
可能是：“243 小于 250，479 小于 500，因此它们的和比 750 小”；
有的学生可能说：“这个数比 200+400 大，比 300+500 小”，这些
都是正确的。应组织学生交流各自的估算方法，比较各自估算的
结果，由于学生思考角度不同，所使用的方法必然是多样的，应
尊重学生的想法，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提倡解决问题策略的多样

化。 
四、实现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多样化。 
传统的教育，往往把学生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隔绝开来，这

种隔绝对给学习构成了一种障碍，学生缺乏兴趣。究其原因，主
要是为学生提供的学习内容远离学生的实际，繁、难、偏、旧，
在呈现的方式上单一化，缺少生动性、趣味性，难以形成学生自
主探索的情境、产生合作学习的机会。在实施新课程过程中，我
们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要发尽可能多采用图片、游戏、卡通、
表格、文字、多媒体课件等，直观形象、图文并茂、生动有趣地
呈现素材，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如在教学“分数大小的比较”的导入时，可以用多媒体播放
“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一天，天气特别炎热，猪八戒抱回
一个大西瓜，孙悟空说：‘把西瓜平均分成四份，每人一份。’猪
八戒听了不高兴了，叫喊着说：‘西瓜是我找来的，不给我六分
之一，也得给我五分之一。’孙悟空乐了，赶紧切了五分之一给
他。猪八戒吃完后说：‘我真傻，为什么我分得的比你们少呢？’
大家听了都笑了。”通过生动形象的画面，伴以美妙的音乐，很
快地把学生思绪带进特定的学习情境中，让学生进入教学过程。
采用多样化的方式呈现学习内容，不仅告知学生“是什么”，更
重要的是通过观察、思考、比较、分辨，理解它有什么特点，去
思考“为什么”，去比较事物的相似性，发现事物的联系，促进
独立思考，以及在小组中的合作与交流。 

五、注重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和能力。 
学习数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掌握知识的层面上，更重要的是

学会应用，只有如此，才能使所学数学富有生命力，才能真正实
现数学的价值。所以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随
时引导学生把所学的数学知识应用到生活中去，解决身边的数学
问题，了解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体会学习数学的重要性。 

例如，让学生测算粉刷房屋的费用。这需要学生首先测定房
屋的粉刷面积，了解市场上有哪些涂料、价格如何，确定选用哪
种涂料、需要多少涂料，粉刷的工钱如何计付，明确了这些因素
以后学生才能对粉刷房屋的费用有个初步估计。无论哪种实践活
动，都需要学生首先从事物中明确需要研究哪些因素、如何获取
这些因素的相关信息，然后才能去具体搜集信息，并对这些信息
加以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提出建议，学生得到基本
结论和建议后，还可以鼓励学生付诸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并修正
自己的结论和建议。因此，只有学生将数学于生活联系起来，才
能够切实体会到数学的应用价值，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才能够
真正被激发。如此获得的数学知识、数学思想方法才有可能真正
被用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总之，如果在小学数学课堂上实现了教学方式的彻底、有效
的转变，那么教师上课轻松、学生学习快乐，教师不再是单纯的
传授知识、解疑答惑，而是引导学生去发现、探究知识，课堂上
出现的不是“教”的盛景，而是“学”的热情，是一个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互教互学的生机勃勃的场面，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思维
方式都将会发生质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