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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是学生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时期，是学生学习的启蒙阶

段。一般我们说的有效教学就是指老师在进行教学时，利用多种教学工

具使学生充分理解教学内容，并且可以达到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总体

上提高教学效率。本文主要对小学数学课堂的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提

出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方法并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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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灵活的课程导入 
一般而言每节课开始前的 5 分钟是学生产生学习兴趣的关

键时间，所以这就需要老师灵活的导入课程内容，从而吸引学生
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整节课都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中。小学生
由于年龄比较小，并不能很好的约束自己，所以很大程度上需要
兴趣来引导，所以就需要老师灵活改变课堂导入方式，从而从始
至终的达到吸引学生的目的，提高教学效率。一般而言，课堂导
入可以包含两种方法。 

首先，老师可以通过提问或者带领同学们一起复习上节课学
习的课堂内容进行课堂导入。数学是一门不断积累的过程，每一
次的学习都是为了下次的学习做铺垫，所以知识之间具有很大的
联系，老师可以巧妙地联系一下新旧知识，从而过渡到新知识的
学习中。比如说在教授有余数的除法时，就可以举例有个苹果，
平均分给四个同学，每个同学分几个，注意只能分一整个苹果，
从而很顺利的就引入课程的教学内容。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东西导入课堂的教学内容。
比如在学习圆时，可以先准备一些实体的圆形，比如圆形饼干、
积木等，然后让学生自己动动脑发现教室里面存在的圆形，从而
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圆的定义，达到教学效果。 

二、设置悬念 
老师在进行教学时，可以适当地设置一些悬念，引导学生自

己动脑去找到答案，从而充分理解课堂的教学内容，这样可以很
大程度上让学生将知识消化在课堂中，从而提高教学效率。比如
说老师在教学年月日时，可以先提出一个问题：花花今年 8 岁了，
每到她生日的那天爸爸妈妈都会一起给她过生日，但是她到现在
只过了 2 次生日，这是为什么呢？这样贴近生活化的问题就会引
起学生高度的学习兴趣，从而就容易开动脑筋，在老师的引导下
解决问题，理解知识。但是在提问时老师也应该主要尽量找一些
比较生活化的题目，因为小学生的年龄下，认识的食物有限，如
果遇到不认识的东西就有可能在第一印象上加大学生对于问题
的理解难度，从而起到相反的效果，所以提问也是一门艺术。 

三、鼓励猜想 
数学是一门探索的课程，需要利用已知条件和数学的基础知

识来解决未知的数学量的求解问题或者对问题的正确性做出判
断，所以对于个人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及学生性格的养成都具有很
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进行课堂数学教学时，应该鼓励学生大胆的
猜想，提出自己的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首先，老师应该引导学生进行猜想，为学生猜想提供一个合
适的条件。比如说，开始课程的时候，老师可以联系之前学习的
知识与新知识，找出一些看似矛盾的点，提出多个分析的角度，
让学生猜想矛盾出现的原因，并且鼓励学生多发言，都发言，不
能只针对某几个学生。 

其次，老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要结合教学内容设置一些问
题，在保持学生高度集中精力的同时，调动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引导学生的创新、发散思维，保证课堂的活泼性和动态化。还可
以通过将课堂内容联系生活实践，让学生充分理解教学内容，并
且培养学生观察生活的意识，毕竟数学源于生活。 

最后老师就需要结合之前学生的大胆猜想以及教学内容，推
进教学，验证猜想。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生在教学中
大胆猜想帮助学生激发了创新意识，但是知道猜想的正确性对于
学生今后再次猜想提供了方向和动力，所以老师应该带领学生进
行验证，对于猜想正确的学生予以表扬，对于猜想有偏差的学生
也应该进行表扬，并且鼓励下次继续。 

老师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摸索，并且给学生足够的耐
心，帮助学生进行探索，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猜想做实验验证
自己的猜想，老师是引导者和记录者，主要包含在实验过程中观
察学生的表现、随时交流、帮助学生把握实验的方向。 

四、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是当前小学教学课堂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多媒体生

动形象的表达形式正好可以满足小学生的好奇心，从而吸引学生
的学习兴趣，达到理解知识的目的，并且多媒体教学可以节省老
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间，从而节省了老师的时间。但是它也是目
前收到争议的一个教学方式，因为有一部分人认为多媒体教学虽
然可以帮助一部分学生高效率学习，但是对于一部分学生而言有
可能导致学生对于多媒体的过分依赖，导致学生对于一般教学方
式的兴趣较低，从而不利于普通教学模式的发展，另外多美肌教
学会加快课堂教学速度，有可能造成一些学习能力相对不是很高
的学生的学习压力。但是总而言之，后者是少数的，多媒体教学
时未来发展的全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度也比较高，所以应该结合
课程的教学内容，确定多媒体教学的必要。 

五、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 
数学史一门探究式的课程，比较看重学生的自我学习以及探

索的能力，对于好奇心强的小孩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小学生的
年龄比较小，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学习习惯，没有自主学习意识，
喜欢玩，所以老师就应该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培养学生的动手
实践能力，从而引导学生自我探索，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
说爷爷今年想养 3 只鸡，但是需要新建一个鸡圈，爷爷有一段
20m 长的铁丝网，请帮爷爷设计鸡圈，保证鸡圈的面积最大。首
先我们就可以鼓励学生进行猜想，然后将想法相同的人分为一
组，给学生同等比例大小的实物让学生自己动手，计算出自己猜
想的鸡圈面积之后，大家进行归类，比较每种结果的面积大小，
从而找出最大的鸡圈的面积，解决问题，最后总结学习经验。像
这样就可以让学生自己感受到数学的价值和魅力，还有利于同学
之间的学习交流。 

六、结语 
数学是学生培养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关键途径，对于学生

的发展很重要。数学教学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学生学习数学
的兴趣，所以老师应该注意数学教学方式的变化，结合教学内容
以及学生的兴趣点，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灵活的改变教学方法，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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