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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知识求新更求联——对小学数学有效复习的思考 
◆庞德梅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江宁镇芳屋村小学  广西玉林  537634） 

 
摘要：复习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帮助学生进

一步理解和掌握知识，深化知识的印象，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教师要

指导学生进行有效复习，并且要特别注重知识的更新和内在关联。具体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插入情境来再现知识，要梳理结网，建立并优

化知识结构体系，这样能够有效提高复习的质量。笔者从知识求新更求

联的角度，针对小学数学有效复习的策略进行了相关思考，以供参考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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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复习课是小学数学的重要课型之一，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复习课难上”，是教师普遍的感受。为了改变这一
现状，我们组织了复习课的专题研究活动。在小学数学复习课中，
教师应立足复习三要素，适时插入情境为学生再现知识，引导学
生梳理知识的内在联系，将知识串成线、结成网，做到复习过程
中的知识求新更求联，这样可以引导学生更好的内化巩固知识，
提升数学学习的能力，强化教学效果。 

一、复习的要素分析 
复习，就是讲已经学过的东西进行再学习的过程，巩固对知

识的掌握。因此，复习这几个关键要素：一是“学过的东西”，
复习并不是反复学习那些旧知识，不是重复学习的过程，复习不
但包括回顾旧知识，要设计新的学习任务；二是“再学习”，这
是复习的关键和核心，复习的过程中应该对核心知识层层探究，
并且要重新建构原有的知识体系，产生出新的学习成果，这是一
种推陈出新的学习过程。具体上应该包括检索和回顾旧知识，联
想到更多相关的旧知识，讨论分析并建立全新认知结构，最后学
生之间共同交流学习经验；三是“使之巩固”，这也不是简单的
熟悉知识，而是要将学习成果具体化。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先梳理
出各种知识点，然后画出知识结构的图解，借助题目加深认知，
针对疑难问题总结经验方法，最终掌握正确的解题方法技巧，提
高学习能力[1]。 

二、小学数学有效复习的策略 
1.创设情境，再现知识 
我们可以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学生对于知识的复习就好比炒

冷饭，因为复习内容就是已经学过的，但要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进一步深化知识在头脑中的印象，教师应该思考如何用“旧
材”做出“新饭”，要让学生有新鲜感。在小学数学复习教学的
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创设相应教学情境的方式再现知识，帮助
学生回顾旧知识，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复习效果[2]。例如对于“统
计”知识的复习，就可以为学生创设生活情境：“某校对小学五
年级学生最喜爱的课外活动进行了调查，其中：喜欢看电视的有
80 人，打球 68 人，听音乐 74 人，其他 22 人。”通过在复习中
插入这样的情境，学生就能会对统计图表知识产生更加深刻的认
识，可以获得更好的复习效果。 

2.梳理结网，交流提升 
对所学旧知识进行系统的分析整理是复习的一个关键，复习

过程中要关注知识之间的关联，要“求联”，根据内在联系才能
将点串线结网，建立并优化知识体系，进一步完善认知结构，从
而确保更好的复习效果。（1）梳理结网。传统的复习教学中，教
师都是把学习目标定位在“查漏补缺”上，呈现的往往是零散的
知识点。复习课应该定位为“促进知识系统化”，教师应注重引
导学生梳理知识，这一环节学生可独立完成，也可小组合作完成。
通过对旧知识的梳理和再加工，发现新的知识点，从而建立完整、
系统的知识结构[3]。（2）交流展示。学生在整理知识的过程中还
应该积极的探索交流展示，经历自主整理知识的过程，体验成就
感和成功的喜悦，比如可以通过个人直接汇报或小组合作交流等
形式，在生生合作交流之后再进行师生互动，不断的补充和完善，
从而建立更为完善系统的知识体系。（3）活动提升。学生在把握
知识的内在联系，自主建立知识系统以后，还应该组织开展一些
综合实践学习活动，帮助学生进一步内化知识，提升解决问题的
能力。例如在对“长方体和正方体”这部分知识进行复习的时候，
可以组织学生收集生活中的各种包装盒，思考计算包装盒的表面
积和体积，这样的活动就能让学生灵活运用公式解答问题， 

3.复习教学的反思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学生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在小学数学

复习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始终关注如何调动学生参与复习的积极
性，运用的教学方法要符合学生实际情况，帮助学生把握知识之
间的联系，从而收获预期的复习效果。新版小学数学教材在编排
设计上都进行了很大程度上的优化，特别注重问题情境的创设，
更加贴近小学生的实际生活，所以运用情境引导学生进行复习会
很有效果，也更能体现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当然，也不是所有
的数学知识都适合运用情景式复习，教师应该针对不同的知识灵
活选择不同的复习指导方法，如“统计”“人民币的认识”可采
用开放式的复习形式；而面积计算、几何图形、解决问题等内容
可进行问题驱动式复习。还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让学生对知识
复习端正思想认识，不要重复做哪些无用功，应该注重知识的求
新更求联，思考探索知识的深厚内涵，这样才能在复习中不断提
升自己。 

结语 
总之，数学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体系，数学知识之

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数学教师只有不断地探索，才能更好
地找到沟通数学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地使数学教学完整
化、系统化。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复习指导教学的
时候，一定要优化方式方法，注重知识的新颖和相互之间内在联
系，从而帮助小学生高效的复习数学，提高数学学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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