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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小学数学小组讨论的开展 
◆李文贞 

（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第三实验小学  363700） 

 
自新课标颁布实施以来，“小组讨论”已越来越为人所知，

小组讨论是指小组或团队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经历动手实践、
自我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有明确分工的相互性学习，在小学
数学教学中，有效的小组讨论可以在小组成员间形成开放包容的
学习氛围，使小组成员间相互激励、相互促进；可以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率，学生的合作精神，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之
间的共同进步。因此，开展小组讨论是社会发展需要，是教育改
革的需要，也是实施新课标的需要！下面就来谈谈如何有效地开
展小学数学小组讨论： 

一、利学组建合作小组 
教师应根据班内的实际，有意识地把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学

生按照“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原则进行分组，其目的是为了
在学生的合作过程中做到组内合作，组间竞争，让每个学生在合
作中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让学习困难的学生在互相帮助中不断
提升，让学习优良的学生获得自信。此外，在合作中，小组的成
员还要有一定的分工，即每一位学生都应担任一种特定的角色，
如激励者、检查者、记录者、报告者、操作者等，而且小组角色
应该互相轮换，增进学生互动的有效性。 

例如：我在让孩子分小组学习“认识钟表”时，小组内有“教
师”，有“学生”，有“记录”，还有“裁判”，学生的分工非常明
确！又如：在开展数学活动课“小小商店”时，孩子们相约带来
了玩具、书、文具等物品，教室里开张了近十个小商店，有经理、
营业员、收银员、顾客……教室里热火朝天但秩序井然。开展这
样的学习活动，如果不分组，如果不分角色，全班一起做这样的
游戏，局面真不可想象。 

二、明确小组讨论的任务 
为了让学生的小组讨论开展得有序、有效，学生一定要有明

确的学习任务。也就是教师向学生说明讨论的内容和目标、完成
任务的方法，评价的标准等等。这些任务除了具有一定的合作价
值外还可以分解，让小组中的每个成员共同参与，人人都有事可
做。学生有了明确的学习的任务，可以避免小组合作学习的盲目
性，充分体现小组合作学习的实效性。 

例如：在教学第二册《统计》这一内容时，我向学生提出了
学习任务：明天下午第二节课是体育锻炼课，老师想安排一些你
们喜欢的运动项目，到底安排哪些运动项目呢？请你们以小组为
单位、调查与统计一下吧！孩于们明确了学习任务、便在组长的
带领下分工完成自已的任务去了。 

三、适时地进行合作讨论 
开展小组讨论应讲时机。在学生已获得大量的感性村料但尚

未得出结论之前组织讨论，这样可以通过讨论互相启发、分析综
合，在掌握感性村料的基础上抽象概括，探素出所要掌握的结论。

例如：在教学“乘法的初步认识”一课时、能通过三个例子说明
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可以用加法计算又可以用乘法计算以后，组
织小组讨论：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用哪种方法计算比较便？通过
讨论，学生们认为用乘法计算比较简便，因为乘法算式写起来、
读起来、算起来都比加法筒便、水到渠成地概括出了乘法的意义：
求几个相同加数的和用乘法计算比较简便。 

在学生不易理解时讨论，同学之同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再加
上教师的点拨，会使学生茅塞顿开。例如：在教学“时、分的认
识”时，读写钟表上的时刻 9 时 55 分，就出现三种答案：（1）9
时 55 分（2）10 时 55 分（3）10 时 5 分，这时教师并没有立刻
宣布正确答案，而是开展小组讨论：哪个答案正确，为什么？通
过讨论，学生突破了教学难点，弄清了读写几时多一些的时刻、
要先看时针、时针走过的数就是几时多、再看分针从 12 起走了
多少个小格，这时的时刻就是几时几分，所以第一个答案正确。 

四、教师参与并指导讨论活动 
小组讨论是学生的一种学习方式、同时也是教师教学的一种

组织形式，学生的讨论是否有效，同教师的参与指导是分不开的。
因此，在学生开展讨论的时候，教师不应“袖手旁观”，更不能
做下一环节的准备工作，而应当从讲台上走到学生中间去，在组
间巡视，对各个小组的讨论进行观察和介入，对各小组的讨论情
况做到心中有数！同时，教师还应针对学生讨论中出现的各种问
题进行及时有效的指导，帮助学生提高讨论技巧，顺利完成任务。
比如：对不清楚讨论任务的小组说明操作程序；对开展得很顺利
的小组给予及时的表扬；讨论交流中偏离主题或遇到困难的小组
提供及时的点拨；对完成任务的小组进行检查；对小组成员的各
司其职进行监督等等。学生的小组讨论有了教师的参与和指导，
就能避免“短暂繁华”和“华而不实”的无效讨论场面的出现，
学生的讨论才更得法，交流才更有效！ 

小组讨论是一种体现自我协调同伴间优势互补的有效学习
形式。它能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生动活波、主动学习的内在动力作
用。这种学习形式既能培养学生的讨论意识和创新精神，又能培
养学生的自我意识、自我分析、自我调整等认知能力。在教学中，
只要教师设计好讨论的内容和思考的问题，掌握好讨论的时问和
空问，就一定能发挥它的效能，使各种层次的学生在愉快的讨论
中，知识和能力都得到培养，从而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 

此外，教师还要积极参与学生的讨论过程，了解讨论进展情
况，引导展开讨论，指导讨论探究，及时鼓励有创意的见解，科
学评价讨论的过程和结果，只有以新课程倡导的理念为指导，加
强实践，数学课的小组讨论才会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此文系平和县课题《小学数学课堂有效讨论的实践研究》（立
项批准号：PHXXJYKT17--018）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