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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学中游戏教学法的应用实践 
◆房雪瑜 

（曲阳桥乡东汉小学  河北省石家庄市  050800） 

 
摘要：我国的小学数学教学，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其中教学手段僵化、

教学与实践脱轨以及课后学习效果差等问题 为突出。本文将首先对这

部分问题进行分析，同时也将依据游戏教学法的主要优势，提出提升小

学数学教学有效性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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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生的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其对于抽象事物的理解能力有

待加强。同时小学生普遍较为活泼，在枯燥的教学氛围下其学习
兴趣将无法得到激发。游戏教学法较为关注学生参与感，并可将
抽象概念转变为具体的事物。小学教师可利用这一教学方法，为
学生构建更为有效的学习场景，从而使数学教学的有效性得到提
升。 

一、小学数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学习能力参差不齐 
小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差距较大，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

有两个方面。首先，小学生尚处于成长发育阶段，但成长速度存
在较大的差异，部分心智发育较晚的学生难以跟进教学进度。这
一问题即会制约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也会对其个人发展以及学
习兴趣产生负面影响。其次，学习数学知识需要运用数学思维，
但数学思维的逻辑性较强，其与小学生的习惯性思维存在较大的
差异。部分转换能力较差的学生难以在短时间适应这一变化，其
学习进度自然会受到影响。 

（二）教学手段较为单一 
教学手段僵化，是我国小学课堂中较为常见的问题。产生这

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部分教师过于强调课堂
纪律，并将课堂纪律视为教学输出的前提条件。受到这一理念的
影响，教师更倾向于采用单一的教学方法，以维护课堂纪律。其
二，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标准答案已经成为了小学课堂教学的
主要脉络。严格依据标准答案开展的教学，必然存在容错率低、
思维僵化等问题。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灵活的教学手段也难以
得到应用。 

（三）数学知识难以运用 
小学数学知识的应用性较强，但部分小学生难以将其应用到

社会生活中。例如，部分小学生在三年级的课堂中，已经掌握了
货币换算。但由于缺乏生活阅历，小学生在应用这部分知识的过
程中，会出现一定的困难。再有，在单位换算的学习中，部分小
学生难以将各类计量单位与现实事物准确连接。这些问题的存
在，佐证了当代小学生严重远离现实生活的问题。当下第一批独
生子女以为人父母，小学生的家庭环境更为优越，其生活实践能
力却进一步下降。 

（四）课后学习质量低下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推进，为小学生减负已经成为教育界的

共识，其中部分地区已取消低年级学生的课后作业。但小学生的
自学能力普遍不强，其难以利用课后时间展开学习。同时在网络
化环境下，当代小学生的人际交往愈发狭窄，传统模式的学校小
组已不适用于当代的生活环境。再有小学数学较为简单，其重点
在于熟练运算。但家长通常会依据学生的理解程度，判断其学习
情况，其教育的有效性严重不足。总之当代小学生的课后时间难
以得到充分利用。 

二、应用游戏教学法提升小学数学教学质量的具体路径 
（一）依托游戏教学法转换抽象概念 
小学生的学习能力存在差异，部分学生难以理解抽象的事

物。针对这一问题，小学教师应当利用游戏教学法，将抽象的概
念转化为具体的事物，并在其中融入数学思维的练习。例如，教
师可在讲授加减法运算时，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教师可将计算
公式书写到黑板上。各小组的学生可依据公式排列对应的人数，
从而得到对应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抽象的数字将被转变为具

体的人数，学生的计算能力将得到加强。经过反复练习，学生对
于抽象事物的理解力也将得到提升，其数学思维可得到培养。同
时这样的教学方法，可使学生的参与感得到增强，学生的学习愿
望将得到提升。 

（二）通过游戏教学法丰富教学手段 
针对教学手段僵化的问题，小学教师也可依托游戏教学法，

丰富自身的教学手段。例如，在讲授应用题的过程中，教师可引
导学生排练对应的剧情。依据学生的现场表演，其他学生将更好
地理解应用题的叙事逻辑。小学生的阅读能力普遍不强，部分学
生难以透过文字描述提炼出计算公式。而现场表演可将文字描述
的场景呈献给其他同学。其教学效果更佳明显。同时教师可邀请
解题能力较弱的学生，更多地参与到小剧的排练中。利用排练的
契机，这部分学生将更为深入地阅读应用题，并将所理解到的内
容展现给教师。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这部分学生的阅读能力与
解题能力都将得到提升。 

（三）利用游戏教学法启发知识运用 
由于缺乏生活阅历，小学生难以将单位换算等知识运用到日

常生活中。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可组织学生开展模拟市场交易的
游戏，从而使学生获得单位换算的应用场景。例如，教师可将学
生分为两组，一组扮演市场中的售货方，另一扮演采购方。同时
教师可为学生提供游戏货币，并将塑料水果等玩具作为交易商
品。通过类似的练习，学生的货币换算能力将得到加强。部分具
备条件的学校，也可为学生配置电子秤、米尺等交易工具，并利
用其称量真实的商品。增加这一环节，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单
位换算，并将千克、米等常用单位所代表的计量值展现给学生。 

（四）透过游戏教学法提升复习质量 
在缺乏教师指导的情况下，小学生难以合理利用课后时间。

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可将计算机游戏与数学教学相结合，以增强
课后复习质量。例如，学校可统一编制教学 APP，并邀请学生统
一下载。在教学 APP 中，数字将被卡通人物所代替，学生可模
拟游戏竞赛模式，快速计算出融入卡通人物形象的计算公式。这
样的教学设计，将电子游戏的操作方式与运行逻辑运用到数学计
算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得到加强。同时通过引入竞赛模式，学
生将以 快的速度完成计算练习，其练习效果将得到强化。再有
统一的习题，有助于落实教学进度，学生的课后复习也将得到有
效引导。 

结语：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游戏教学法，可将抽象的概念转变为

具体的事物，从而使学生的理解能力得到增强。同时依托游戏教
学法，课堂的教学手段将得到丰富，学生的学习兴趣将获得激励。
再有通过游戏教学法，学生可模拟出不同的应用场景，数学知识
将于实践应有效对接。 后在教学 APP 中融入游戏教学法，也
可使学生的课后时间得到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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