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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提高小学数学毕业复习的效率 
◆周  健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北街小学  618000） 

 
摘要：制订复习计划要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切实把握复习的具体

内容，贯彻落实《课标》精神，使复习具有针对性、目的性和可行性。

复习要避免冷饭重炒，机械重复，注重知识的梳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参于到知识的整理中。通过提纲、图例、表格等方法进行整理，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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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六年级的总复习，如果仅仅就是把所有学过的知识
再重新呈现一次，然后用大量的练习题来帮助学生巩固和提高。
结果学得好的学生认为自己都会了不用听，学得不好的学生也没
有耐心听，所以我们的复习课就变得枯、烦、累，并且效果平平。 

一、目标明确，制订详尽的复习计划。 
制订复习计划要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切实把握复习的

具体内容，贯彻落实《课标》精神，使复习具有针对性、目的性
和可行性。把握好教材，找准重点、难点，做到有的放矢。整个
复习建议首先根据教材的五大版块安排总体复习；再分概念、计
算、解决问题三步进行训练；最后进行综合拓展训练。这样做的
目的是为了保证学生首先要清楚地了解并掌握基础知识与概念，
再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以及综合应用能力，拓宽学生的视
野，满足各个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切实保证复习效果。  

二、讲解精练，让学生有“理”有据。 
1、复习要避免冷饭重炒，机械重复，注重知识的梳理。 
小学数学复习课要避免冷饭重炒，机械重复，不必搞面面俱

到加题海战术，这样的复习是缺乏重点的，枯燥而低效的复习方
法。教师应该少讲、精讲，关键知识、薄弱环节、疑难问题讲清、
讲透，次要知识、简单问题少讲或不讲。同时要注重知识的——
理，对已学的知识点进行系统的整理，使之“竖成线”、“横成片”，
形成较为完整的网络知识体系，融汇贯通，理清思路，弄清知识
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而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沟通，使
之条理化、系统化。 

2、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参于到知识的整理中。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应该充分发挥学生参与知识整理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自主探索、研究、发现知识点与点之间的区别与联
系，进而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线要自己连，网要自己织，所以，
培养学生的自主整理和构建知识网络的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 

三、换个思路，多角度挖掘教材。 
1、换个思路，旧菜吃出新味儿来。 
为了提升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分析以及应用的能力，我常常

要求学生换个角度、换个思路去重新认识和分析,往往能从旧菜
里吃出新味儿来。例如在复习圆柱的表面积时，我们知道 S 圆柱
=S 侧+S 底×2，S 侧=2πr×h; S 底=πr2,由此可见圆柱的表面积
计算公式是由另外两个面积计算公式组合而来，那么有没有让我
们计算起来更加简单的方法呢？这时我要求学生画出一个简单
的展开图，并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开始学生都没有新的发现，
后来我提示：想一想我们之前在计算圆的面积时公式的推导过
程，然后把它和圆柱的表面展开图进行揉合，再思考一下。后来
一位女同学率先有了新发现，并先讲给小组的同学听，然后她又
在全班分享了她的新发现：把圆柱的两个底面换成两个近似的长
方形，这两个长方形的长是圆柱底面周长的一半，宽等于底面半
径。然后把两个长方形与圆柱侧面展开图进行拼组可以得到一个
新的长方形。这个新长方形的长等于圆柱的底面周长，宽等于圆
柱的高再加底面半径的长度，因此得出 S 圆柱=（r+h）×2πr。
同学们纷纷投给那位女同学赞扬的目光。 

2、加强知识间的横向、纵向联系。 

只有把知识之间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结合起来，才会对知
识有充分的掌握。比如这样一道相遇问题：甲乙两车从相距
480KM 的 A、B 两地同时相对而行，经 3 小时相遇，甲乙两车的
速度之比是 4：5，求甲乙两车的速度各是多少？ 

在复习中，我一般要求学生对“甲乙两车的速度之比是 4：
5”这类已知条件从分数、倍数、份数、按比例分配等不同的角
度去解读它。可以得出：甲车速度是乙车速度的 ；乙车速度是
甲车速度的 1.25 倍；甲车速度占甲乙两车速度之和的 ；把甲乙
两车的速度和平均分成 9 分，甲占 4 份，乙占 5 份等等这样的结
论。通过这样的训练，加强了知识间的联系，把分数、份数、倍
数、比例的知识结合起来，在比较中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去解决问题。既扩展了学生的视野．又锻炼了学生从多角度思考
问题的能力，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多种思路。 

四、训练灵活，分层设计练习，步步推进。 
1、一题多变，步步推进，落实分层设计训练。 
采用一题多变的方法，把练习题的难度设计为先基础再提

高，由浅入深，做到培优补潜辅良质，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
以现实分层训练，全面提高的目的。 

例如这样的一道练习题：200 克盐水，盐与水的比是 1：4，
求水有多少克？这是一道典型的按比例分配的题目，这道题的设
计目的是为了满足潜质生的学习需要，务必达到典型题目人人
会。 

2、一题多解，多题一解，提高解题的灵活性。 
在训练时可以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得到不同的解题

方法。一题多解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灵活解题的能力。通过
分享也给其他的学生以启迪，开阔解题思路。 

有些解决问题，虽然题目的形式不同，但它们的解题方法是
一样的。例如工程问题和相遇问题中的部分习题，题目的类型不
同，但解题的思路一样的。 

3、合理安排，做到基础拓展两头抓。 
每堂课的前 5 分钟，安排学生做几道计算或单位的换算等基

础性题目，以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和培养学生的检查习惯。 
坚持“每日一练”，每天放学之前在黑板上出一道综合性比

较强的题目让学生思考。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题型，
加强对各个知识点的深度认识以及对各知识版块的综合应用能
力，以达到“提优”的目的。 

五、反馈及时，矫正迅速，做到有的放矢。 
1、作业练习要及时批改。 
能面批的作业决不集体订正，特别是一些重点题型。面批能

够让你及时的获取学生的掌握情况，了解学生的学习程度，对下
一步的复习设计提供参考信息，能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思路。 

2、矫正要迅速，做到有的放矢。 
对于易淆、易错题型，要迅速矫正，抓知识重点，直击薄弱

环节，避免“屡做屡错”。我通常让学生在错题的旁边写出错误
原因分析，以达到真正的查缺补漏，进一步巩固和熟练掌握基本
知识和技能的目的。 

3、总结要到位。 
帮助学生揭示解题规律，总结解题方法，提高学生综合运用

数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在对数学知识的综合应
用中，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观察能力、抽象概括能力、逻辑推理能
力、迁移转化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等。 

总之，在复习中要注重分层设计练习，满足各个层次学生的
需要。注重知识的纵向、横向联系，加强知识的连贯性和系统性。
注重单元试卷、综合试卷、学生自我评价的反馈，有的放矢的进
行针对性补缺、定向复习，发现问题，再进行定向突破。同时采
用多种方法调动学生的复习积极性，提高复习课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