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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从“开放”到“绽放”——小学数学开放题教学探析 
◆黄喜环 

（河源市紫金县紫城镇新樟小学  517499） 

 
摘要：数学作为三大主科之一，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是由于数学的抽

象思维比较强，小学生在学习数学时难度也比较大。随着时代的快速发

展，以计算和解决基本问题为中心的数学教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

需要了。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创设开放题是对基础知识的补充扩展，有利

于让学生在学习了基础的数学知识之后进行思维创新方面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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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数数学试题中都会出现开放性试题，这已经成为
一种创新的数学教学方式。开放性试题旨在考察学生的思维创新
能力。因此，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开放性试题的教学时，要以学生
为主。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小学数学教学在开放性试题这一
部分较为薄弱，在开放性试题的教学方式上还有待创新。接下来，
笔者将从如何进行小学数学开放性试题教学展开讨论。 

一、进行开放题教学的意义 
1.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小学数学中的开放题思维性较强，旨在让学生通过探究题目

来发散思维，培养创新意识，开放题能够让学生通过已知的条件
去探索多种解题方法。我国的传统教育中，将小学数学教学重心
放在了传授知识上，忽视了对学生创造性、发散性思维的培养。
这就导致了学生能够较好地掌握理论知识，但是在独立解题和发
散思维这一方面有所欠缺。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设置开放题
也是从传统教学向新式教学方向转变，让学生钻研开放题有利于
培养学生利用已学知识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2.让学生树立数学意识 
就目前来看，我国在小学阶段很重视学生的基础训练，小学

生的数学基础比较扎实。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学生的数学意
识薄弱，创新能力差，没有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的思维。
学生往往只能解决课本上讨论过的问题，而遇到实际问题时就束
手无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小学数学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
的数学意识，让学生在掌握书本知识的同时学会利用课本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另外，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让学生独立地去完成。 

二、开放题教学的方法 
1.适度开放，培养兴趣 
开放性试题旨在让学生学会用教学中的知识去解决实际中

的问题，本身就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教师在设置试题时，要把
握好试题的开放程度，难度要适中。另外，试题的内容最好是和
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样能够激发学生的解题兴趣。这样一
来，对教师的要求就比较高了，除了要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还
要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兴趣爱好，拉近和学生的距离，了解学生喜
欢的东西，让学生喜欢上你的课。在进行开放题的训练时，要有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让学生由易到难，解题的数量也要适中，
让学生喜欢上解题的过程。 

例如，在进行百分数这一章的教学时，我首先从简单的部分
讲起，等学生明白百分数的内涵之后再让学生进行一些常规的训
练。等到学生基本掌握百分数的知识以后，再结合实际生活给学
生布置一些开放题，让学生进行强化训练。 

2.分组教学，合作学习 
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接受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小学数学教师

在进行开放题教学时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习水平。为了提高开
放题的教学效率，教师可以选择将学生进行分组，让学生合作学
习，这样既能让学生通过讨论、互相帮助来提高学习成绩，又能
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但是，在这个过程
中，教师在进行分组时要综合考量，小组成员的搭配直接影响到
教学质量。在一个小组中，学生的基础有好有差，这就需要学生
在学习时做到互相帮助，共同解决难题。当然，小组之间也可以
相互竞争，在竞争中学习，在竞争中进步。 

比如，我在进行小学六年级数学开放题这一部分的教学时，

将学生打乱分组，尽量做到每个小组的水平相当，让学生在解题
时可以进行小组讨论，通过集体的力量解决难题。这样一来，每
个小组为了能解出题目，必然进行讨论，每个人提出自己的看法，
最终汇集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小组之间的竞争不仅仅在于讨
论出题目的答案，而且还要看哪个组讨论出来的解题方法多、解
题方法简易。通过一段时间的时间发现，班上的同学对开放题已
经有了一定的兴趣，学生都喜欢上了讨论的过程，甚至有学生认
为通过讨论然后得出解决办法的过程是一种享受。另外，班上学
生不仅解题能力得到了提高，而且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也习惯通过
合作去完成事情，学生的合作意识得到了培养。 

3.及时交流，发现问题 
开放题不仅仅是要求学生多加练习，而且学生要经常和教师

进行交流，这样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对学生的难点，
教师能够及时为她们讲解。另外，教师在为学生分析题目时，不
能直接告诉学生解题的方法，而是要进行引导，让学生自己发现
解题方法，这样能够增强学生的记忆。此外，由于开放题的解题
方法比较灵活，每个学生可能想到的解题方法都不一样，教师可
以要求学生进行交流，展示不同的解题方法。 

4.认真反思，总结规律 
光做题是不够的，盲目地做题并没有太大的效果，教师在进

行开放题的教学时要提醒学生及时反思，反思自己在解题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例如，我在开放题教学快要结束时，让学生分别分
享自己的收获，讨论在解题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自己在解题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学生自己的总结，我发现学生在解决开放
题时存在一个共同的难点:转换问题。学生很难将实际问题转化
为数学问题，这就对他们的解题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为了让学生
更好地解决开放题，我利用学生做过的题目给学生总结了一些解
决同类题目的规律，学生从规律中得到启发。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设置开放性试题既是对学生的考验，又是
对教师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综合考虑到不同层次学生
的接受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让基础相对较差的学生学到知
识，又要让优等生的思维得到开发。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展小学
数学开放题教学，需要所有小学数学教师不断探索，发掘更高的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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