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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作业创新与学生生活实践对小学数学教学的影响 
◆钟建东 

（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南调街中心小学） 

 
摘要：课后作业是课堂学习的必要补充，是检测学生课堂学习中落实情

况的重要资源，是帮助学生巩固和应用知识的重要渠道。精选作业、优

化设计作业，对课堂教学有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着学生学科知识的学

习效果，也影响着学生学习兴趣的建立和提升。小学阶段，学生思维能

力发展的不足和数学知识相对抽象这两点因素，要求教师要通过作业创

新和应用生活实践的方式，帮助学生逐步优化小学数学学习，提升学生

对数学学科的学习实践，以获取更好的学习效果。本文就小学数学教学

中作业创新和学生生活实践对小学数学教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

了在小学教学中如何创新作业、利用生活实践辅助学生的数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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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业创新与学生生活实践对学生小学数学教学的影响 
1.便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传统教学中，对于小学数学课后作业的布置，多是通过习题

的方式帮助学生强化，引导学生通过题海战术进行落实。虽然这
种作业形式对学生的学习能够起到一定的强化效果，但是学生在
认识上必然会对数学学习产生一定的排斥感，对于数学学科、数
学作业产生枯燥乏味的认识，其兴趣也必然不高。而通过创新作
业形式，应用生活实践的方式组织学生进行课后实践、完成课后
作业，这既是对学生主动性、主体性的教学理念的时间和遵从，
也是关注到学生的数学学习体验、注重学生主观学习体验的体
现。应用作业创新形式，学生对数学学科作业感到十分新颖趣味，
学生的学习热情必然随之增强，在学习乐趣的体验中逐步成长提
升。因此，创新小学数学作业，应用学生的生活实践能够对学生
的兴趣养成有重要作用。 

2.对学生知识迁移和应用有重要作用 
课后作业是巩固学生课堂所学知识的重要形式。在课堂教学

中，受限于课堂教学形式、教学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教学活
动无法如期开展，这也导致了学生在数学课教学中存在体验不
佳、乐趣不足的现状。而应用创新实践和课后生活实践作业的形
式开展教学活动，学生能够在课后学习和课后实践中迁移知识，
能够在实践中体验、感知和迁移应用知识，这弥补了课堂教学中
的不足，让学生从感知体验的方式获取的数学知识，才能更有助
于学生的理解，才能让学生的印象更加深刻。因此，小学数学教
学中，作业的创新与学生生活实践的应用对学生的知识迁移和应
用有重要作用。 

二、小学教学中如何创新作业、利用生活实践 
1.组织感知活动，验证数学规律 
小学生思维能力发展尚处于初级形象思维能力阶段，对于相

对抽象数学知识的学习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学生需要有一定的认
识基础、需要一定的感知经验才能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才
能释放学生脑海中的疑团，强化学生对新知的理解效果。因此，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在设置课后作业时，可以组织学生在课
下的学习中组织感知活动，强化学生对新知的理解。例如，在《图
形的运动》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针对轴对称图形的特点，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在课后实践中，通过对称图形的特点进行剪纸活
动，利用对称的艺术，感知数学文化之美。通过学生的主动操作
和感知，学生切实体验到轴对称图形的特点，体验到对称轴的作
用，感知到数学学科中的艺术美、几何美，从生活实践中感知几
何数学的魅力。再比如，在《平行四边形》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
为了帮助学生理清平行四边形、正方形、长方形之间的关系，教
师可以组织学生在课后实践中，通过带凹槽和凸起的塑料棒教具
进行探索，通过变换所组成四边形的关系，通过改变角度、改变
边长的方式让学生认识到长方形是一种特殊的平行四边形，正方
形则是各边相等的特殊的长方形。在这种实践感知活动中，帮助
学生学会验证数学规律，提升学生对课堂学习中的理解。 

2.组织实践活动，提升应用能力 
高年级小学数学中，数学知识的抽象性逐步提升，学生在探

索数学规律时候往往会因经验的不足、对课堂学习中知识的理解
不够深入、实践活动经验不够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学生对数学知
识的理解不够透彻 。例如，在《可能性》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
中，部分学生难以理解这种随机事件，可能会计算事件发生的可
能性，但是对可能性、随机性的理解不够深入。对此，教师在教
学中可以组织学生通过课后实践的方式深化对学生课堂学习中
的理解。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课后开展掷骰子、抛硬币等活动，
引导学生在活动中记录数据、统计正方面或者骰子上面的数值，
并对其进行分析。通过以上教学形式，学生认识到每个面发生的
可能性都是相等的，也就理解了概率这一概念。同时，学生在探
索的过程中，认识到我们只能预测事物发生的可能性，但是不能
断定是否一定会发生，也就理解了随机性。 

3.生活中发现数学，奠定学生数学理解 
数学学科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密切，数学课堂应当以生活

为基础，并延伸至生活中去。因此，在教师教学中，教师也可以
组织学生在生活活动中留意数学中的元素，强化学生的数学观
念。例如，在《圆柱和圆锥》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中，驾驶可以
引导学生在课后实践中开展观察统计活动，寻找生活中的圆柱和
圆锥，帮助学生进一步强化对圆柱圆锥基本特征的理解，为进一
步掌握其体积和表面积奠定基础。 

总结 
作业的创新设计和课后实践活动的精心组织，能够让学生改

变对数学的认识，提高学生生活资源的利用率。所以，教师可以
通过组织感知活动、组织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生活中发现数学，
以提升课后作业效果，优化数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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