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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试述如何提升小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文胜梅 

（麻江县麒龙希望小学） 

 
摘要：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是鼓励学生独立构思、独立规划、独立面

对问题、独立解决问题、独立总结成败得失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根除

学生依赖思想和提升主动学习意识的根本办法。在教学实践中，很多老

师都是嫌麻烦、图省事，一些需要学生自己动手解决的程序，老师自己

全包办了，省去了学生自己动手创作的过程，虽然教学进度上去了，其

实效果是事倍功半，给了学生“鱼”却忽视了教学生“渔”，捡到了芝麻

却丢掉了西瓜，助长了学生“吃现成饭”的思想，培养了“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坏习惯。没有实践经验、没有风险观念、没有独立面对问

题和处理问题的磨炼经历，这样的教学只是一种施舍、而不是实际意义

上的培养，教学效果收效甚微。要想让学生在实践中实现质的升华，如

果没有经历过涅槃重生的洗礼，就不会有从茧到蝶的华丽转身，那么，

如何教会学生自己去“捕鱼”呢？对此我也结合自身的教学经历，思考

了许多办法，总结了一些不成熟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相互探讨、相互

学习、促进教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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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标准指出：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
与记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
方式。因此在小学数学的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参与能力，提
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直接影响到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为了
提高教学效果，教师一定要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点： 
一、做好课前预习 
平时我们都会认为，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主阵地应该是

在课堂上，但是如果我们能利用好课前预习这个环节，对于提高
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来说无疑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教师在布
置课前预习时，对于一些操作性较强的概念和公式推导，教师可
以提出要求，让学生个人在家多去经历折、分、拼、切、割、补、
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必要让学生一定要得出准确结
论，只要让他们感受到动手操作的乐趣就可以了。比如：布置课
前预习圆的周长这个内容时，教师可要求学生寻找一下家的附近
有哪些物体是圆形的，想想办法能不能求出这些圆形物体的周长
来。由于是身边的物体，学生动手的兴趣自然很浓，有些同学会
直接用卷尺绕着圆形物体一周，然后量出它们的周长；有些同学
会马上使用周长公式，用尺子量出这些圆形物体的直径，再用公
式算出它们的周长；有些同学……经过这一系列的动手操作活
动，学生的动手兴趣一下子变浓了，都巴不得马上上课，好展示
一下自己的操作实力。这也为新知识教学起到了很好的预热效
果。通过这样的课前预习任务，学生们对枯燥的数学知识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探索精神。可以说，课前预习
就是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催化剂”。 

二、加强课堂合作 
数学课有很多知识是需要通过动手操作来加深对知识的理

解的，在以往的课堂上，教师往往事先准备好动手操作所需要的
材料，在讲解到相关的知识的时候自己在讲台上完成整个操作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只是机械地观察着教师的操作，由于学

生人数众多，有些学生就会由于距离较远而忽略了一些操作细
节，因此对所学内容印象并不深刻。而有了课前预习任务中给学
生留的动手操作任务这个学习基础，在课堂上教师完全可以根据
所学内容让学生自己进行知识的探索，合作学习是其中一个常用
且行之有效的方法。课堂教学本身就是一个学生之间合作的活动
过程，营造良好的课堂合作氛围，既是课堂教学本身的客观要求，
又是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有效策略。因此日常教学中，教师
可以大胆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合作学习，让学生有勇气通过自身动
手操作去得出结论。这比教师单纯的给予、学生简单的模仿更有
说服力，这种做法也会让学生更有兴趣去学，更愿意去尝试，不
能不说是起到了“兴奋剂”的作用。例如在教学平行四边形的面
积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回忆三角形面积公式的推导过程，在学
生头脑中形成转化的思维方法，让学生在接下来的合作学习和动
手操作中有的放矢。然后让学生自由组队，并拿出自己课前预习
中准备好的学具进行动手操作，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必要的
引导，学生经历了课前预习的个人动手操作过程后，再参与到小
组合作当中来，兴趣一下子变浓了，都愿意把自己的做法和队友
交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动手操作后，学生 后终于找到了平行
四边形的面积公式。这个阶段既是学生合作一起动手操作的过
程，又是学生之间不同思维方式碰撞的过程。因而学生在这个阶
段既学到了知识，又提高了自身动手操作能力。让课堂合作成为
提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兴奋剂”。 

三、课后巩固强化 
如果能把课后巩固这个环节利用好，就会在提高学生动手操

作能力上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通过课
前预习、课堂合作已经能把所学内容很好地消化吸收掉了，动手
操作的意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了。但对于另外一小部分学
生来说，通过动手操作得出结论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因此在学生
课堂动手操作之后，教师有必要安排一些提升性的任务来提高学
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比如在学完圆锥的体积计算公式后，教师可
要求学生个人通过再次动手操作掌握圆锥体积的推导过程，让学
生体会等底等高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学生不仅加深了对公式
的理解，又强化了学生个人动手操作的意识，同时也进一步推动
了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发展。 

总之，“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学生的动手操作是开
发智力的源泉、是启动思维的起点，这就需要教师主动改变传统
的教学观念，给学生以足够的信任，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动手操作
的氛围，刺激他们积极参与的兴趣，督促他们养成自己动手的良
好习惯，在失败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在“山穷水尽”
之后才会看到“柳暗花明”的希望，教学生学会“捕鱼”，只要
老师给学生一个平台、一次机会，只要放开缰绳，学生就会自己
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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