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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教育理念下的小学数学教学 
◆凌  火 

（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上固乡中心完全小学  江西吉安  331517） 

 
摘要：在迅速发展的今天，小学的数学课程在新时代下如何发展、是否

进行创新是如今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在新的教育理念兴起的时候，传

统的小学数学授学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数学教学更为注重

学生的个人发展，挖掘学生的内在潜能以及培养学生本身思考问题的思

维模式。此外，还要对数学教材进行一种透彻的了解，从而才可以对数

学教学方式有一个跨度比较大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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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学是一件具有抽象含义的事物，在一定的基础上对所处的

世界进行客观的加减运算，从而达到了解世界的目的。而作为数
学基础的小学数学更应该首当其冲，进行改变。同时，小学教师
应充分发挥领导学生学习的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开拓
数学新视野，让学生主动成为学习的主导者。但是如果数学教学
不能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而进行自身的创新，那么将连累时代的
发展进程。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小学数学的发展进行一定
的改变。 

一、设置场景，将数学与日常生活融合 
在新的教育理念下，让教师更加注重学生是否听懂、是否能

理解。如果将数学和日常生活相结合，可以让学生的参与感更为
强烈，而且还可以调动全体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基本上通过现实
意义的实践回答数学问题，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道路上能够更加
容易的了解数学知识的含义[1]。例如，在学习小学乘除法的时候
可以设置学生正在帮妈妈买菜，妈妈要一斤苹果，而一斤苹果
3.5，妈妈告诉学生要一斤半的苹果，这时学生应该问妈妈要多
少钱？这种情况就可以作为一个问题的情景，这种情景与日常生
活所发生的事物融合，很容易引起学生心底的共鸣，并且可以让
学生的学习更上一层楼，更好的让教师和学生共同营造良好的学
习氛围，从而提高数学授学的课堂效率，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提高学生自我反省的能力 
小学的学生一般自制力较差，需要教师进行引导，否则生长

发展方向就会走偏。教师的责任就是引领学生组织学习思维的整
合，从而让学生学习的知识实现由量的积累到质的转变的一个过
程。学生经过自我反省，认识到自身在以往学习中的不足之处，
改变之前的学习方式，选择更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提升自我认
知能力，让知识的学习不仅局限于课堂所讲的课程。教师可以让
学生在班会中进行学习方法的交流，并且让同班的同学互相指出
问题。如此，可以学生更好的增强敢于创造、勇敢创新的精神。
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个人反省、自己评价自己的学习情况，让
学生的自我认识更上一层楼，拓宽能想到的空间。学生可以在回
顾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的同时，得到自我思维意识的升华。 

三、以学生为中心，进行课堂创新，实现多样化教学 
传统的数学课堂多为教师进行一味的灌输，丝毫没有想到学

生是否愿意接受这些被灌输的知识，所以新的教育理念更加强调
学生在课堂的体验。若学生在课堂上体会到了学习数学的趣味，
学生就愿意主动学习。因此，新模式的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
进行互动，一起回答问题，完成数学游戏、数学比赛等，使学生
从课堂获得满足感，产生一种乐不思蜀的感觉，以此实现新理念
教学[2]。例如，在学习多边形的面积一课时，教师可以使用日常
生活中的黑板，给出一个固定的长和宽让学生计算其面积，当学
生回答正确时可以表扬学生。如此，可以将教师与学生置于同一
个水平，交流起来不会有太大的差距感，教师也能更好的和学生
谈心，了解学生对课堂学习的看法，进行对课堂的创新，实现多

样化的课堂授学。 
四、引导学生进行课堂实践，提升课堂有趣性 
“实践出真知。"这句话一点都没错，如果学生在学习知识

的同时并未进行实践，那么得出来的结果也让人难以信服。因此，
在课堂的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多进行实践[3]。例如，在学习统
计的课程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做游戏，给各个学生标上序号，计
算中位数的时候可以让学生自己进行数数，如此得出来的数据就
含有学生共同劳动的成果，学生也会对这个知识印象深刻，达到
趣味学习的目的。当数学课堂趣味性增加，就会有更多学生被吸
引，主动进行数学学习和接受数学知识。而且只有学生学进去知
识，数学教学的课堂效率才会有一个基本的提升。有趣的课堂实
践会促进数学课堂的授学，提升课堂授课效率。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小学数学作为数学学习生涯的基础，更应该是学

习的重中之重。而如今在新的教学理念下，将数学教学与日常生
活相结合，这是必不可少的事情。与此同时，进行课堂教学创新，
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将学生放在课堂授学的第一位才能更好的对
数学授学模式进行一次有效的创新。引导学生完成课堂实践，增
强课堂的互动性。只有对传统的数学教学模式进行革新，才能让
小学数学教学模式跟上时代潮流的发展，而不是成为拖累祖国发
展的累赘。因此，在以后的课堂授学中，应找到更符合时代发展
的授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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