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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教学，助力高效小学数学课堂的构建 
◆吴胖根 

（湖南省平江县童市镇沙坪学校  414514） 

 
摘要：对现代教学理念的实践，应当从凸显学生的主体性开始。通过主

体教学，学生在课堂中的知识生成效果更好，学生在课堂中的收获可能

也就不仅限于知识层面，更包含能力和思维层面。因此，主体性教学理

念让学生更快成长、学习更有成效。本文就小学数学教学中主体性教学

思想的实施展开了论述，提出了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实施主体教学的几点

措施和建议，以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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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挖掘教学资源，顺从知识产生过程 
小学阶段的知识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十分紧密，可谓是取

之于生活而用之于生活。所以，教师课堂教学中，应当注重对教
学资源的挖掘，根据教学内容合理设计教学活动，让丰富的教学
资源充实小学数学课堂，帮助学生积淀感知基础，从而帮助学生
在已有生活经验和即将要学习的内容之间建立联系，构建更加紧
密的知识网络。例如，在《因数和倍数》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中，
教师便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化感知，呈现如下教学资源：用 12
块同样大小的正方形巧克力拼成一个长方形巧克力，每排摆几个?
摆了几排?用算式把自己的摆法表示出来。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
认知，将巧克力模型分别摆放成 3 排 4 块、2 排 6 块和 1 排 12
块.结合学生的这一摆放，教师引入定义：4 和 3 都是 12 的因数，
12 是 4 的倍数，12 也是 3 的倍数。随后，教师引导学生结合教
师所呈现的定义，进行类比分析：在 2、6 和 12 之间，谁是谁的
倍数？谁是谁的因数呢？1 和 12 呢？通过这种教学情境的创设，
学生既通过生活化经验和对乘法的认识，学习到因数和倍数之间
的关系，让学生的知识经验与新知对接，建立更加完善的知识系
统。教师更通过 2 和 6 与 12 之间的关系、1 和 12 与 12 之间的
关系，引导学生通过类比的方式认识因数和倍数，充裕的教学资
源遵从了知识的产生过程，更顺从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方式，让
学生对知识的加工能力更强，学生对新知的理解程度更深。 

二、释放学习空间，强化学习认知 
主体教学，要求教师将课堂交还给学生，要给学生留有一定

的探索和学习空间，要在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中放缓教学节奏，
让教学节奏遵从学生的现有的能力，给学生探索的空间和机会，
才能让学生深切理解知识、应用知识。对此，小学数学教学中，
教师要注重学生的体验，给学生创建一定的体验活动，帮助学生
感知理解。例如，在《平行四边形和梯形》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
教师可以先为学生呈现大量的四边形，其中包括正方形、长方形、
梯形、平行四边形和不规则的四边形，并引导学生对其进行归类，
并说出自己归类的原因。随后，教师引导学生归纳平行四边形的
定义，帮助学生认识平行四边形是对边平行且相等的四边形。为
了进一步强化学生对平行四边形定义的理解，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思考分析：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否存在四边形呢？在哪些生活物
品中有四边形呢？学生联系生活实际，将会发现：折叠晾衣架是
平行四边形、自动伸缩门是平行四边形、舞台升降台是平行四边
形。在学生生活感知的基础上，教师给学生发放平行四边形和三
角形的模型，引导学生思考：以上物品是否能够用三角形代替？
为什么？学生在对比两种模型时，体验到三角形的稳定性较强，
而平行四边形具有不稳定性，如果自动伸缩门采用三角形结构，
也就无法伸缩了。通过这一教学过程，学生深刻体验到平行四边
形的形式：不稳定性，同时也认识到平行四边形的这一性质在生
活中的实际应用，更让学生在数学学习中认识到数学知识普遍应
用于实际生活中，能够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众多的便捷。 

三、注重课堂强化，提升知识应用 
知识学习的 终目标在于应用，如缺乏应用过程的学习，那

必然会成为学生的学习负担，更会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成效。
对此，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引入课堂强化问题的方式，帮助学
生巩固新知，让学生在主体参与知识探究过程的学生，体验到知
识学习给自己生活中问题带来的便捷性，帮助学生认识到数学学
科学习的意义，改变学生在传统学习中所建立起来的枯燥乏味的
认识。例如，在《简易方程》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在
学生学习完方程之后，设置如下习题：世界上 轻的鸟是蜂鸟。
一只麻雀的体重是 81 克，比蜂鸟的 50 倍还多 1 克，一只蜂鸟重
多少克？在问题呈现后，教师鼓励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方法求解问
题，可以基于课堂中建立起来的“天平”这一方程模型进行求解，
可以通过传统的计算式的方式求解，更鼓励学生通过方程的方式
对其求解。在这一问题的学习和解决中，课堂中所学的解方程的
方法得以及时巩固，学生通过多种问题的求解方法让学生对方程
的解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问题解决方式的灵活性锻炼学生的思
维能力，学生在课堂中所学的知识、所获得的的能力也必然随之
提升。 

总结 
主体教学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给学生更充足的空

间和机会，给学生创建了更丰富的学习条件和学习资源。在主体
性课堂中，教师可以通过挖掘教学资源、释放学习空间和注重课
堂强化等措施，帮助学生在课堂中获得知识、能力、思维的同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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