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6 月（总第 204 期） 

1291  

教育科研 

寻有效交流之策，悟互动学习之道 
◆唐兴权 

（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中心小学校  408400） 

 
摘要：数学是小学阶段的重要课程之一，如何更好的改进小学数学的教

学质量，提升课程教学的有效性，一直是学界和教师所思考的重要问题，

同时也是完善小学数学课程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率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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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数学课堂才能做到有效且能彰显勃勃的生机呢？
一句话，要有有效的交流。因为数学学习是学生自主建构的过程，
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交往互动与共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需
要对话与交流。走进现在的数学课堂，我们可以感受到课堂交流
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问一答，也不是形式化的热热闹闹，更不是
漫无目的地放任自流，而是另一种异样风景———智慧引领下的
有效交流。 

一、在交流中激活学习兴趣 
在教学中，如果使学生亲身体验到数学就在身边，生活中到

处存在着数学问题，可以让学生切实体验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体验到数学的价值，从而唤起学生的求知欲。如：在“人民币的
认识”教学中，问题：一个书包 25 元，买这个书包可以怎样付
钱？在学生明确题意后。师：请小朋友们动脑筋想一想，你准备
怎么付这 25 元钱？你有几种不同的付钱方法呢？看谁想的方法
多！ 

在学生独立思考、小组交流的基础上，进行全班交流。在学
生交流时，我及时板书并以“你是怎么想的”来引导学生表述思
路，以“还有不同方法吗”来组织学生进一步交流。在教师的鼓
励下，整个交流过程相当活跃，在接下来的购物活动中学生得出
的方法很多很多，有的甚至得出了用各种分币和角币来付钱。同
时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我运用多媒体课件，声像并茂呈现给学
生喜闻乐见的动画故事，以故事激趣导入，充分调动学生多种感
官参与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让学生积极主动地
参与到学习过程之中，使交流成为他们迫切的需要。 

二、在交流中学会尊重、评价和反思   
（一）尊重个性，学会倾听。学生要善于倾听老师的发言，

也应善于倾听同学的发言。尤其是一个同学在回答问题时，其他
学生往往表现出两种情形：一是事不关己，漠不关心；另一种就
是随意否定或打断别人的话。作为教师，应有意识地提醒学生要
对发言者有礼貌，认真倾听别人的发言，不插嘴，要听出别人发
言的要点。有意见的要等到别人说完后再发表。使我们的学生在
学会倾听的同时，学会理解和宽容，同时为交流做好铺垫。 

（二）平等对待，学会评价。在教学《三角形的面积》时针
对之前我们刚刚学过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推导过程。学生们完
全可以从中得到启发，自己动手找出三角形的面积推导公式。所
以我给学生们准备了他们所认识的所有图形做的材料和剪刀，让
他们挑选自己认为有用的材料进行小组合作研究。没想到我完全
放手之后，学生们的思想异常活跃，他们通过剪、拼、折纷纷研
究自己的方法，我就顺势让得出结论的小组到实物投影上展示给
大家看，让其他的同学认真倾听方法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也可
以上来说。于是每个学生都在认真倾听，一看自己的方法跟别人
的不一样就举手也要发表自己的观点，结果每个人的发言都有人
提出肯定和质疑，交流就激烈展开了，经过思维的碰撞最后学生
们得出了十四中不同的方法都证明了三角形的面积等于底乘以
高除于 2。一直持续到下课大家都还意犹未尽的在继续讨论…… 

（三）引起共鸣，学会反思。在教学“十几减 9”时，我通
过多媒体把学生带入多彩的童话世界中：“小猴开了一个水果店，
今天小白兔来买桃。”学生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住了，开始议
论起看到的内容。我启发学生看一看图中画了些什么，告诉我们
哪些条件，要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再引导学生把这两个条件和一
个问题连起来，说完整，说清楚。然后让学生借助小棒来研究算
法，边摆边说出自己的想法，给每个人说话的机会。之后，组织
学生进行交流，反思自己的算法，鼓励学生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

有的说：“我是一个一个地减，１３－９＝４。”有的说：“我是
从 10 里面减去 9 得 1，再把 1 加上 3 得 4。”有的说：“我是先用
13 减 3 得 10，10 再减 6 得 4。”还有的说：“因为９＋４＝１３，
所以１３－９＝４。”学生们各抒己见，积极性很高。教师注意
仔细倾听学生的想法，对于那些明白意思但表达不清楚的学生，
要给以耐心地鼓励，从而使每一个学生在这样的过程中交流的有
效性发言得到提高。 

三、在交流中体验成功与快乐 
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都希望得到更大，更好的成功，他们

总是想展示自己的才能，以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许，当他们正确
回答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或解决了一道比较难的题目，都会从心底
下升起一股兴奋感。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师的任务就是要
不断地发展儿童从学习中得到满足的良好情感，以便从这种情感
中产生和形成一种情绪――即强烈的学习愿望。”小学生如果在
数学学习中经常获得了成功，就会增强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如果
经常失败，那么他就没有学习兴趣，情绪消沉，缺乏热情。因此，
我们通过交流能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积极性，给他们满足的机
会，使他们获得成功，在板演或提出的问题时尽可能让学生体面，
自豪地解答出来，课堂作业也要考虑大多数学生有成功的机会，
让学生品尝到“跳一跳，摘到果子”的喜悦心情。 

四、在交流中培养语言表达能力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也说：数学不过是语言所能达到的

最高境界；现代心理学、教育学认为：语言的准确性体现着思维
的缜密性，语言的连续性体现着思维的逻辑性，语言的多样性体
现着思维的丰富性，数学是思维的体操，学生数学语言表达能力
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而交流正是培养和发展学生表达能力的途
径。在教学中，我注意根据教材内容的特点，教给学生有条理地
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和思考的策略，把知识的获取与发展数学语言
有机结合起来，以语言促思维，让学生能说会说。 

交流是课堂教学必不可少的方式和手段。随着新课程理念的
逐步深入，交流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学生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
认知，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发现、创造，发展思维，从而使数学
活动进行有效交流，达到体验数学的真正价值。师生之间、生生
之间不断进行思维的交流，智慧的碰撞，感悟的传达，体验的分
享，才能使课堂呈现出缤纷的色彩，才能让每个学生都体验到成
功的喜悦，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这才是课堂教学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