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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提高动手操作有效性的方法 
◆张  青 

（合肥少儿艺术学校  安徽合肥  230011） 

 
摘要：当前，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小学数学教育视野的发展进程

也在不断推进，相比提升小学生在数学理论知识内容上的掌握水平，培

养小学生学习数学知识兴趣与热情才是教师教学工作的重点，提升小学
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是新课程改革重点强调的方式，该种教学模式已经

被诸多教师所关注。本文主要分析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提升学生动手操

作能力的对策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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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标准倡导的是：“有效的数学学习不能进依照模仿与

记忆，动手操作与合作交流以及自主探究才是小学数学学习的重
要方式”。基于此，动手操作逐渐渗入到小学数学教学中，进而
成为提升小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重要对策。借助动手操作活动能
够促进小学生们的发展，同时还能够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一、动手操作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运用动手实践活动开展教学，

能够有效激发小学生们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同时还能够提升课堂
教学效率。在课堂教学中选取适合的时间引导学生进行动手操作
时间，不仅可以让学生们巩固与复习已经学习过的知识，同时还
可以进一步加深小学生们对数学知识内容的理解与掌握。 

依照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得出结论，小学生们在动手操作过程
中，能够直接体会到学习数学的乐趣与用处，同时在了解数学知
识内容的基础上，借助实践操作可以细化数学理论知识在实际生
活中的运用方式。这种教学模式与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相比较，
其对提升小学生自主学习有着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提升动手操作有效性的方式分析 
1、进行操作前预设 
预设与生成是构建和谐课堂教学的基础。数学课堂教学中动

手操作目的就是让小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和感知数学知识，可是，
如果动手操作与课前预设相差较远时该怎样处理处理呢？例如
在苏教版小学数学《可能性》这一内容中，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
以构建抛硬币这一活动，想要证明硬币正面与反面出现的可能性
是相等的。这时教师可以将本班 32 名学生分为多个小组，每组
即为 4 人，共有 8 组，然后让小组成员轮流抛硬币，每人共抛 5
次，每小组共有 20 次机会，有 6 个小组获得的数据为正反面次
数接近，有的小组获得的数据为正面 10 次，反面 10 次，但是有
两个小组的结论确是反面的可能性大于正面，这样可能性就不相
等了，针对于这一现象该怎样解释呢?即为如果只有一个小组数
据能够证明正反面是相等的可能性，其他 5 个小组的数据较为接
近，那么这一说法也可以说的过去，但是如果将反面大于正面的
两个小组结果进行综合，即共抛出 40 次，其中正面有 5+14=19
（次），反面共 15+6=21（次）也算是比较接近，但是如果加上
正反面相同的小组又会无法证明可能性是相等的。所以，基于这
一情况，从统计学角度分析，硬币正反面可能相差较大，但是不
能证明哪一种可能性较大，或者哪一种可能性较少，在抛出次数
较少的情况下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如果经过多次实践，那么硬
币正反面次数就会很接近，甚至相等。所以，数学教师需要对上
述出现的结果进行预设，让学生们进行多组操作加以弥补，同时
让小学生们动手操作中体会到可能性是相等的。 

2、创设情景调动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 
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学生学习常常无意占据主导位置。

所以，在实际教学中，数学教师需要创设生动形象的教学情景，
将小学生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数学学习中去，这样能够有效调动小
学生们对数学的学习兴趣，进而引导小学生们对数学问题进行分
析与思考，达到掌握数学知识与发展智力的目的。例如在教授数
字“7”的时候，数学教师可以为小学生们构建《葫芦娃》中 7
个葫芦娃摘果子的情景，他们摘到了 7 个大苹果，然后拿出了两
个袋子，然后引导学生们葫芦娃是怎样装苹果的？这样的情景能
够有效激发小学生们的学习欲望，学生会积极想办法，有的学生

用 7 个小圆片代替苹果，有的学生用 7 个小棒代替苹果，动手摆
出了一切可能的结果。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认知的积极
性，有利于学生认知的内化，同时还能够增进认知的传递。因此，
数学教师需要构建轻松、愉快的问题情景，以此来调动小学生们
参与到数学活动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让学生们乐于活动，
在课堂活动中学习数学知识，进而提升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 

3、重视操作、观察、思考以及交流的有效融合提升动手操
作实效 

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动手操作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手段，
这种教学手段能够将丑相的数学知识形象化、具体化，同时还能
够使生疏的数学问题变得简单，有利于小学生们理解数学知识。
所以，数学教师需要在课堂教学中科学引导小学生们进行动手实
践，让其能够主动获取数学知识。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有
部分学生只顾动手操作，操作完成之后不知道要做什么，没有发
挥出动手操作的效能。为进一步避免这一现象，数学教师需要重
视将操作、观察、思考以及交流进行有效融合。在动手操作过程
中，做到变操作、边思考，这样才能够获取到探究的结果，另外，
在操作完成之后，还需要引导小学生们用语言总结数学理论。 

例如在苏教版小学数学《圆的面积公式推导》这一内容中，
首先教师可以指导小学生们将圆形切割之后拼凑成为近似正方
形的物体。其次就是引导小学生们边观察、边思考，在过程中数
学教师可以设计以下几个讨论题目：（1）拼后的图形与原图形相
比较，哪些地方变了？哪些地方没有变？（2）长方形的长与宽
与圆形有什么关系？（3）依照长方形的面积公式，通学生们可
以推算出圆形的面积公式吗？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小学生们变操
作、边观察。另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小学生们进行小组交流，共
同探索出圆形的面积公式。在这一环节中，小学生们通过动手操
作可以得到感性知识，同时在经过描述过程还可以表达出自己的
想法，进而及时通过语言交流对数学知识进行归纳与整理，最后
得出数学结论。 

结束语： 
结合全文，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指导学生进行动手操作

的内容诸多，在每一次操作过程中都需要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
教师需要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其中，这对提升小学生数学学习兴
趣与学习能力有着极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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