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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复习课教学方法之我见 
◆张义坤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北街小学  四川广元  628000） 

 
小学数学复习方法和形式各不相同，但“步步反馈，逐层提

高”复习法的确是一种高效合理灵活综合性强的复习方法。使用
这种方法可以使学生避免陷入题海，提高复习的效率。 

一、重基础，再提高，全面反馈 
小学数学总复习是学生完成整数和小数、简易方程、数的整

除、分数和百分数、计量单位和几何初步知识、比和比例、简单
统计表、应用题八大部分后进行的，前后知识情况间隔达六年，
对学生掌握知识状况不能全面了解时，首先应进行全面试探反
馈。即以教学大纲为依据，针对于每一部分知识中的基础、重点
和难点内容，选择六、七个中等难度的题目作为家庭作业，要求
学生在自己复习的基础上独立认真的完成。教师通过批改发现学
生中存在的问题，着手编写复习课教学计划，重点理清基本概念、
基础计算、基本操作、基本应用方面的知识结构网络，再指导学
生理清自身掌握情况，作一个小结。针对于学生全面试探反馈出
来的问题，着手重点解决每一个部分知识中典型的综合的试题，
理清每部分知识的解题思路。建立了基础知识结构网络，应让学
生重新去品味基础知识、归纳要点，理清每部分知识的重点、难
点，全方位出发，促提高，以练习为主要反馈手段。在具体操作
过程中可让学生先练或在练的过程中进行讲解，也可以让学生在
练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及时反馈，总结归纳。抓住学
生薄弱环节，定向加固，使学生能够弄清每个知识点， 掌握全
面基础知识和规律，提高学习能力，积累知识。如此训练，学生
对总复习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在原有基础上再提高，使知识常用
常新、常新常用，也给教师提供了重要信息，给学生自主复习的
主动权。 

二、措施得力是提高复习质量的关键 
1.抓准复习的起点 
美国心理学家奥苏贝尔说:“影响学生的 主要的原因是学

生已经知道了什么，我们应当根据学生原有的知识状况去教学。”
因此，了解学生，激活学生已有的知识积淀,抓准学生已有知识
进行梳理，有助于面向全体学生查缺补漏。抓学生已有知识的方
法是:设计开放题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使学生的知识由点成片，
形成清晰的知识结构。例如，为了考查学生是否会灵活应用长方
形的周长这个知识点，我出了这样一道题我校准备新建一个周长
为 20 米的长方形花圃，由你来设计，你准备怎样设计?这种题型
让学生感到形式新颖，挑战性强，既培养了学生的探究意识，又
把他们已有的知识串成片，提高了学生解答问题的能力。 

2.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 
在复习数学基础知识的同时，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如在复

习计算时，注意提高学生计算的正确率，注意培养学生合理、灵
活地应用简便方法进行计算的能力。在复习量的计量和几何初步
知识时，注意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巩固画图和测量的技能。在
复习应用题时，注意训练学生在认真市题、分析数量关系的基础
上，寻求合理、简便的解题方法，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
决问题的能力。 

3.自主推陈出新 
并列等关系，复习时要将平时所学的数学知识是一个有机整

体，各个知识点之间存在包含、孤立的、分散的知识作横向、纵
向或不同角度的分类，进行有序的整理，使其系统化，连成片，
结成网，以便学生理解、记忆和应用。传统的复习课是“看一遍
不如讲一遍，讲一遍不如做一遍”，梳理知识总是由老师代替，
学生仅仅是听听而已。新型的复习课则是让学生亲自经历梳理的
过程，自主建构知识网络，这样，学生的情感、态度、学习能力
才能得到培养和发展。 

三、系统梳理，构建知识体系 
复习课中，首先要有一个对知识梳理的过程，疏理就是将已

学过的知识点按一一定的标准分类，将知识条理化、系统化的思
维过程。我想，无论怎样复习，都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关键是
梳理的形式怎样?如何梳理? 

1．梳理的形式 
新授课的重点是理解知识产生的过程，复习课的重点是梳理

知识间的逻辑关系。教师根据学生年龄的特点，针对知识的重点、
学习的难点、学生的弱点，采用合适的形式，低年级和高年级采
用的形式应该有区别。 

高年级要逐步放手让学生进行梳理，可以让学生根据单元知
识，或者是知识之间的联系，让学生画一些树形图，把知识进行
梳理，并内化到已有认知当中。如六年级复习数的认识，教师就
可以从数的发展的角度，帮助学生边复习，- -边呈现数的发展
图，从而让他们体会到人类对数的认识的过程以及整数、小数与
分数的联系。又如学习几种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后，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回顾面积计算公式的推导过程，逐步呈现出长方形、正方
形、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形以及圆面积公式逻辑推导的过程
图。 

2.梳理的方法 
(1)先回顾后整理。复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温故知新，使知

识结构化、系统化。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回顾知识，把知识
从记忆库中提取出来，然后根据需要，组内再进行分工合作，对
知识进步整理。 

(2)先整理再巩固。如复习《数的认识》时，也可先整理自然
数、小数、整数、分数、百分数、正数、负数等以及他们的集合
圈。再请学生在黑板上写一些数，并说说这是什么数，再进行分
类。梳理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无定法，只要我们立足学生的
发展，大胆创新，就定能取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综合提高，内化知识结构 
找学生掌握知识的整体性和局限性缺陷，综合提高，内化知

识结构，增强主体全面反馈，切实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租“步步
反馈，逐层提高”的 后一阶段必须处处时时的体现以学生为主
体的原则，教师把学生的各种反馈信息经过去伪存真，去表及里
的分析、归纳和整理，逐层让学生这个主体去发现、提出新的问
题，引导思考、探讨、总结，灵活运用，找到学生掌握的整体性
和局部性的缺陷，从而切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此阶段必须要恰
当组织复习,要避免学生重复做大量已掌握知识部分的习题，把
精力集中在未掌握知识部分上，真正起到学生缺什么，教师就补
什么、强化什么。 

检测之后，教师不仅要精讲巧析、洞查、记录学生的缺陷，
及时对症下药，并在下一次检测中有所侧重，努力使学生做到“知
此知彼，百战不殆”，而且要让学生学会正确地评估自我，自觉
的查漏补缺，面对复杂多变的题目，能严密审题，弄清知识结构
关系和知识规律，发掘隐含条件，多思多找，得出自己的经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