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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探索自学数学策略，变“学会”为“会学” 
◆王  君 

（重庆市南川区南坪镇中心小学校  408400） 

 
摘要：《数学新课程标准》中要求：“初步学会运用数学的思维方式去观

察、分析现实社会，去解决日常生活中和其他学科学习中的问题，增强

应用数学的意识。”数学自学能力的培养，是当前小学数学教学改革的目

标之一。”在小学阶段，学生的可塑性较强，是培养各种学习品质和能力，

发展智力的良好时期。我们应该按照教育学家叶圣陶先生提出的“教是

为了不用教”为目标，改革教学方法，使学生由“学会”转化为“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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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数学教学要实现人人学有
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获得
不同的发展。”学会学习，学会求知是当代人要适应社会发展所
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数学自学能力的培养，是当前小学数
学教学改革的目标之一。”在小学阶段，学生的可塑性较强，是
培养各种学习品质和能力，发展智力的良好时期。我们应该按照
教育学家叶圣陶先生提出的“教是为了不用教”为目标，改革教
学方法，使学生由“学会”转化为“会学”。  

一、激发兴趣是前提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获得知识的途经无非有两个，或从

别人的传授中获得，或从自己的学习中获得,而通过自学获得的
知识往往会记得更牢。并且，学生通过自学获得新知时，会产生
一种愉悦的心情，这在一般学习中是不可能体会到的。所以，提
高学生的自学兴趣，是比较关键的,让学生战胜自我,投入进去,坚
持到底,争取成功。可通过一些科学家的例子来说服学生。我介
绍了曾被人称“低能儿”的爱迪生，他通过刻苦自学，终于成为
发明大师；著名数学大师华庚，出身贫寒，缺乏良好的学习环境，
却凭着超人的意志登上数学的高峰。这些典型实例，使学生受到
启发，极大地激发了学生自学的兴趣和信心。同时我们要讲究自
己的教学语言，尽量做到有时亲切和蔼，有时幽默风趣。让学生
在富有情趣中学习数学，特别要讲究评价语言，老师的课堂评价
语言要丰富、亲切、适时、到位。让学生感到喜悦、成功，他们
越高兴，学习兴趣就越浓厚，就会自主地学习，“要我学”数学
变成“我要学”数学。 

二、主体作用是关键 
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把学习的主

动权还给学生，教师只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要把
主要精力用在为学生创设学习情绪，提供信息进行调节，引导学
生积极思维上去。低年级的学生是活泼、天真的，要让我们保留
那份活泼和天真。我们在课堂上多展开多彩的数学生活游戏，才
能使教学中收到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例如：在学生认识 10 以
内数后，我设计一个摆数学的游戏，让学生用小木棒摆数字，说
说每个数字用了几根小木棒。然后告诉学生只要移一移，添一根
或去一根，这些数字之间能够相互变化，让学生通过探究、合作
游戏，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自己解决问题，最后汇报结果。这样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三、教师指导是重点  
古人云“授人以鱼只供一餐所需，授人以渔，终身受用不尽。”  

在数学自学的过程中，如果只布置给学生自学的内容，没有相应
的指导，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一般的学生在自学时，往
往只是走马观花，随便翻翻书完成任务就罢了。我认为在初始阶
段教师应该利用上课时间和学生一起自学，教给学生自学的方
法，引导学生学会自学。 在自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和学生一
起来读书。告诉学生什么时候应该动手画、圈知识要点，应该标
记哪些知识；要求学生多问“为什么？”并反复强化以形成一种
意识；同时教师应出示具有启发性的自学提示。长期坚持下去，
学生就能形成一定的自学能力，也就可以将课堂上的自学转移到
课前的自学，从而为探究新知做好已有知识经验准备，提供更充
分的探究体验时间。例如自学《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时，可
以布置学生思考：（1）怎样用割补法推导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

公式？（2）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与割补后拼成的长方形有什么关
系？为什么？（3）你还能有其他割补的方法吗？等等，这些问
题对于启发学生的思路很有益处。  

四、课堂合作搭梯子 
课堂教学中有不少地方如果能适时引导，不仅有利于教学效

果的提高，还可以培养学生合作的意识。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
建立合作小组。根据班级情况，通常是前后桌形成一个“四人小
组”，部分人数不合适的，可建立若干个“六人小组”，这样分组
便于学生进行合作、讨论。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再有意识地强化
“小组”的集体荣誉感，组内就会出现“互帮互助，扶携共进”
的良好氛围，达到合作的另一层意义——共同提高。其次，教师
要寻找机会、创造机会激励学生合作。比如，教学“步测、目测”
时，教师可以设置实践活动测量操场，学生在步测中既要保持步
伐大小基本一致，又要数步数，如果测量效果不理想，教师可以
布置两人一组，一人走一人数，给学生合作的机会；教授统计图
表时，有的统计图表在正面，可有关的分析、问题却在反面，学
生阅读不方便，教师可以布置同桌合作，一正一反，便于阅读。
这些做法都可以激励学生合作的兴趣，让合作“出成效，有意义”。  

五、大胆放手方见成效 
《新课标》指出：“要正确认识学生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使每个学生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要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
验，树立学好数学的自信心”。教师要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也
要相信自己的学生，已经具备了自学的能力。因此，教师应大胆
放手，给学生一个自主探究的自学时间和空间，这样既能够让学
生充分体验学习过程，也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提高
学习效率。例如自学《梯形的面积》，学生已经不再像初始阶段
那样只是随便看看书，而是会带着问题进行自主探究。学生会在
书上用铅笔写出自己思考的问题：“怎样计算梯形的面积？在计
算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学生的思考激发了其探究的欲
望，在自学时就掌握了梯形面积公式，即梯形的面积=(上底＋下
底)×高÷2 自学检测表明学生的自学是有效的。在课堂上可以让
学生通过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来验证这个公式，从而
透彻地理解公式的形成过程。学生在自主探究的过程中提高了实
践能力，形成了应用意识，为后续学习奠定了基学会学习，学会
求知是当代人要适应社会发展所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 

教学实践证明，学生自主学习的愿望是强烈的，学生主动发
展的潜能是巨大的，学生有控制课堂的需求，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需要培养和提高。只有教师充分相信学生、尊重学生，以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前提，以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为重点，以
促进学生智能提高为核心，把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人、学习的主人，
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看书、质疑、操作、观察、思考、讨论、练
习、评价等，就能使学生逐步形成具有较强的再生能力的基本素
质，从而更加主动地学习，主动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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