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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谈小学生数学兴趣的培养 
◆叶美鹏 

（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学校  363705） 

 
摘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求知的导向，学生有了极大的兴趣，就会

产生不可抑制的求知欲。因此，激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在乐中求知，

趣中求索，这样才能为他们学好数学打下扎实的基础。 

关键词：设疑激趣；乐中求知；趣中求索 

 

 

兴趣是求知的向导，是成才的先兆，是影响小学生学习质量
的重要因素。兴趣是一种求知的源泉，成才的推动力，它促使人
们产生渴求知识，探索真理的欲望。在小学阶段，学生自控力弱，
对学习内容的内部需求较弱也难以对学习内容直接产生学习兴
趣，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非生来就有的，而是由于后天的环境熏陶，
更要靠教师成功的引导鼓励逐步培养。 

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爱学，想学，寻求知识的兴趣，是我
几年来教学实践中所追求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培养学生的学习
兴趣，并使其产生奋发向上的动力的贯穿渗透到教学全过程，因
此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做到：每节课开始，巧激兴趣；课中，发
展兴趣；课堂结束，保持兴趣。 

一 巧妙设疑，引起思维，激发兴趣 
兴趣是学习动机中最现实，最活跃的成分，学生一旦对所学

知识产生兴趣，就会产生巨大的学习动力，但兴趣的诱发不能靠
空洞的说教，教师要有意识地把疑点设在新知呈现前，使学生疑
中生奇，疑中激趣，从而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知识的学习中去。 

如我在教学“三角形的内角和”一课时，课一开始，我就对
学生说：“今天我们先做游戏。”一听做游戏，学生顿时精神振奋，
我说：“同学们只要说出三角形两个内角的度数，老师立即把第
三个内角的度数说出来，如果不信，当场演示。”于是，同学们
争先恐后地画呀，量呀，总想难住老师，可老师对答如流，学生
大为惊讶，怎么回事呢？简直神了，这里面肯定有绝招。于是，
学生对学习新知识，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那种迫切渴求知识的情绪将伴随到整个学习过程中。 

又如在教学“能被三整除的数的特征”这一课时，我首先出
示两个数 954 和 4053，看谁能第一个判断出这两个数分别能不
能被 3 整除？同学们积极地用除法去判断，经过比赛，学生学习
热情被调动起来了，这时我说：“老师也想和你们一起比赛好不
好？”学生们跃跃欲试。“那么，为了公正，我们推选一名同学
做裁判。”这名每说出一个数，老师的结论就脱口而出。学生一
算果然正确。几轮下来，学生们心服口服了，经过这样的悬念，
把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起来，上课欲始就兴趣盎然，急于想知
道这个秘密，这样一下子把课堂气氛推向了高潮，唤起了学生的
愉悦感，使学生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心理，一开始就对新课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二 探索新知，发展兴趣 
一位名人曾经说过，成功的教学所需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若对枯燥的数学知识进行科学的再加工，
会变死课本为发人深思，引人入胜的新知识。使解决问题的过程，
成为学生获取新知识的思维过程，让学生处于矛盾转化的亢奋之
中，在整个探究新知的过程中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 

如我在教学“面积单位”时，讲完一平方厘米的形状和大小，
学生用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去度量橡皮表面等物体的面积之
后，我有意识地让学生用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去度量课桌的面
积，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切切实实感受到平方厘米这一面积单
位太小了，急切需要稍大的一些面积单位，我抓住学生这一求知
时机，很自然的进入平方分米的学习之中，在学生饶有兴趣地掌
握了平方分米之后，再有意引导学生用平方分米的面积单位去度
量教室地面的大小，学生们这时顿然大悟，逐步意识到平方分米
单位还小，这时，学生中有人说还可以用再大一些的面积单位平
方米，老师给予肯定鼓励，这时候学生的求知欲得到极大的满足，

争相发表自己对平方米的认识。由平方厘米、平方分米知识学习
的迁移中，学生很自然的掌握了平方米的认识。整节课，学生在
充满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时而冥思苦想，时而茅塞顿开，
学的津津有味，记得牢牢固固。 

三 以知识本身的美来激发学习兴趣 
知识本身蕴藏着无限美好的东西，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寻

美，赏美，用美的成果，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几何图形面
积公式推导中。 

             割补 
  平行四边形――长方形 
             转化 
               拼接  
  三角形，梯形――平行四边形 
               转化 
    等分拼接   
圆――――长方形 
    转化 
利用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学生不难推导出新的几何图形的面

积公式，通过转化能化难为易，变陌生为熟悉，巩固所学的知识
内容，增强学生的兴趣，又如，学习“元角分”可以模拟情景，
让学生当营业员，顾客。书本知识运用于实际生活中，将数学知
识运用于实际生活中，体现数学知识的实用性，这将十分有益于
学习兴趣的培养。 

四 精心设计练习，保持兴趣 
课堂练习是巩固知识，加深理解，形成技能发展能力的重要

环节。但学生学习新知的热情兴趣，往往被呆板的练习形式和乏
味的练习内容而淹没抑制。练习形式的灵活性，多样性是加深巩
固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如基础题是为巩固新知而设计的，要求
全体学生完成；智力题和综合题是为强化知识而设计的，要鼓励
优生积极完成。这样有针对性的练习，给所有的学生创造了一个
自我表现的机会，增强了练习的积极性，使接受能力和智力发展
有差异的学生能各有所获，发展优生又照顾差生，摆脱了过去考
什么练什么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如我在教学“反比例的意义”一
课时，在完成书本课后基础练习后又是设计了以下练习。 

1 在 A×B=C 的关系中，在什么条件下，其中两种量成正比
例？成反比例? 

2 游戏。 
①一行学生站着，站着的和坐着的成什么比例？为什么？ 
②每行人数发生变化，那么行数和每行人数成什么比例？为

什么？ 
这样的练习设计有坡度，有层次，由浅入深，既充实了概念，

又加深了对概念的理解，最后的游戏既巩固知识，又培养了学生
认真观察，主动探索的兴趣和良好习惯，使学生认识到实际生活
中数学知识到处存在，从而激发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 

兴趣具有神奇的力量，它能赋予极大的热情，因此，小学数
学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深入挖掘数学知识的趣味性，启发学生思
维，让学生保持愿学、爱学的积极性，这样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
教学效果。此外，教师还可帮助小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应用恰当
的竞赛，多给学生积极的评价，来提高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
充分运用启发性的提问，直观形象的教具，富有感染力的语言以
及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和组织形式，创设有吸引力的环境来强化
学生的学习兴趣。 

总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求知的导向，学生有了极大的
兴趣，就会产生不可抑制的求知欲。因此，激发学生的兴趣，让
他们在乐中求知，趣中求索，这样才能为他们学好数学打下扎实
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