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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的实验与研究 
◆翟志明 

（河南省上蔡县洙湖镇大吴庄小学  463800） 

 
摘要：21 世纪是一个以高科技为导向的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知识经济，

提高人力素质成为许多国家的基本国策，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引导学生不

断地去观察、去探索、去发现、去体验，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教学活动的主体，让学生体会到数学教学活动中创造的乐趣和成功的喜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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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一个以高科技为导向的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知识
经济，提高人力素质”成为许多国家的基本政策，因此为 21 世
纪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
要而紧迫的任务，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我国现行的教育实践
还没能全面走向素质教育，没有充分重视开发学生的潜能，在实
际教学中，教师因担心教学时间受影响或教学效果不好，片面地
认为学生好好地听课就行了，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种教学实践的
不足，更好地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呢？在认真思考和研究之后我
们提出了这一课题，设想在新的教学实践中，把学生看成学习的
主人，教学活动的主体，让学生体会到数学教学活动中创造的乐
趣和成功的喜悦。 

经过充分的准备，现实验已进入实施阶段，通过一年的实验，
我们发现实验班的同学整体呈现出创新思维活跃，学习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明显提高，活动中学生的参与意识强烈，团结合作意识
增强，动手、动口、动脑的实践能力得到锻炼，个性品质得到了
充分发挥，尤其是学困生在活动中表现突出，跟踪调查发现，这
类学生在活动中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极大地调动
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的学习成绩明显提高。 

一、“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培养合作意识 
这一学习方式更体现了该课题的优势，新的教学实践具有自

主性、探索性、现实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因此，学生可按爱好选
择和研究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自己喜欢研究的个人感兴趣的
内容和方式，采用学生个人探索和小组合作相结合的方式，通过
必要的组织，引导、探索、交流和归纳来进行，由于新问题是建
立在学生已有知识基础上，学生凭借已有知识和生活积累，通过
自身的努力和小组合作能登上新知识的台阶，而且可去研究自己
喜欢的物体和自己擅长的方式去探索，所以学生情绪非常高涨，
小组研究气氛十分活跃。 

如在教学长方形和正方形的认识时，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先让
学生用长方形、正方形纸片在统一的指令数一数、折一折、量一
量、剪一剪，然后在教师的指导下，总结出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
征，这样的教学看上去学生动手操作了，探索发现了长方形和正
方形的特征，实际上只是学生按老师的“指令”操作，虽然表面
上热闹的，但学生的思维其实是被动的，没有自主性的，而在新
的教学实践中，进行这一环节时却别具一格，有的小组量黑板，
有的小组量凳面，有的小组自带了牙膏盒面……还有的小组用自
制的长方形纸片折一折……小组里分工十分明确，每位同学都非
常投入，有的的小组中两人拉尺，一人看尺寸，一人记录，有的
小组三人数一数，量一量，一个把前三个概括和特征填写在实验
报告中……实验、讨论、归纳、补充、争辩、认同，十多分钟的
研究，各小组都已总结出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特征，每个小组都去
教室各处研究表面是长方形或是正方形的不同物体，反映了学生
的自主性，有量一量、折一折，数一数和剪一剪等不同的探索方
法，闪烁着学生的思维火花，更体现了教学的开放性，新的知识
点在学生亲身体验和自主探索中被突破了，学生们特别兴奋，一
个个意犹未尽，数学太有趣了，学生们期待着向全体同学汇报自
己的研究成果。 

二、引导想象，丰富学生的想象能力 
在教学中教师能根据教材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改革方法，不

断创新，灵活多变地采用各种教学方式，积极引导学生去想象。
如：“王大伯家有大奶牛 16 头，小奶牛 9 头，小奶牛比大奶牛少

7 头。”让学生选择其中两个条件，提出问题，画出线段图，由
学生编题， 后列示解答。反过来用式题，如：16-9 去画线段
图，凭想象去编各种应用题，这样丰富了学生的想象能力，遇到
应用题会画线段图，列示解答。遇到式题会画线段图，会编应用
题。较好地突破了难点，丰富了想象，根据教材的潜在因素，培
养了学生的想象能力。 

精选例题，创设想象情境，提供想象材料，诱发学生的想象
能力，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善于点拨，学生兴趣盎然，思想活跃，
而且教师在诱发学生想象时能让学生根据学过的知识进行联想、
观察、对比，从而达到了引导想象，丰富了学生的想象能力。 

三、注重观察，培养观察能力 
在教学中，有些式题、文字题、应用题，数学概念、数学公

式等表面上相同，但实际上完全不同，如果不仔细观察，不认真
比较，学生往往容易混淆，在课堂教学中，要给学生充分的时间，
多方位、多角度地去观察分析，通过独立观察，同桌讨论，小组
争论一直得出正确结论为止。通过上述过程达到深刻理解概念，
熟练掌握条件和问题，弄清数量关系，找到异同处，完全掌握正
确的解题方法。对于表面不同实质相同的题目的观察，学生发现
相同点和不同点比较困难，尤其是低年级学生，辨别能力低，对
这类题目同样要注重观察与比较。如：1.有 6 户农户养大猪 12
头，小猪 24 头。一共养猪多少头？2.王大妈养小猪 24 头，大猪
12 头，一共养猪多少头？第 1 题中给出了 6 户这个多余条件，
低年级学生往往把三个数连加。通过观察比较起到，了事半功倍
的教学效果，从而不断增强学生的观察能力。 

四、激活思维，发展思维能力 
思维能力市一切能力的核心，而发展思维能力又是培养思维

能力的关键，思维的发展，取决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因
此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探求规律，在发现过程中产生
对数学知识本身的兴趣，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动力因素，激活思
维，要注意根据学生的实际，循序渐进，由单一思维到多角度思
维，学生的创新思维活动的进行和发展有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操
之过急，要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使每个学生不掉队，
这样的教学就激活了思维，发展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总之，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正是当今小学数学的
主要特点和改革方向，在以后的教学我们会倍加努力，力求在新
世纪的数学课程改革中把这项实验搞得更具特点，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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