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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小学数学童真课堂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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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注学生的童真、童心和童趣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数学教育要在学生身上产生影响，就必须获得他们的认同，

做到深入浅出。本文简要阐述了构建数学童真课堂的意义，并探析了构建小学数学童真课堂的途径，希望从多个角度出发，

打造童真视角下的创新课堂，让数学学习伴随儿童本性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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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泰戈尔有一句名言：“一切教育都是从理解儿童的
天性开始。”由此也反映出儿童具备天生的学习能力这一特
性。童真是小学生最为纯真的天性，但是仍有部分教师采用
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仅遏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给学生
的成长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构建起创新、童
真的数学课堂。

一、构建数学童真课堂的意义
建构数学“童真课堂”其基本价值诉求是：让每一位儿

童都能在数学课堂学习中健康、快乐地成长。数学“童真课
堂”以“真”为先、以“童”为本、以“趣”为要。教学中，
教师应当从儿童视角去解读教材，以儿童真实学习起点作为
教学出发点，以儿童真实学习需要确定学习内容，以儿童真
实学习兴趣设计教学方案。坚持“以真为先”，能够让童真课
堂焕发出应有的生命活力。儿童童年具有双重属性：既要为
成人生活作必要准备，同时又作为独特的人生阶段而具备其
内在价值。从儿童生命成长视角聚焦童真课堂，应当守护儿
童童真、发展儿童童趣、放飞儿童童心，应当提升儿童数学
学习的幸福指数、润泽儿童的生命。

二、构建小学数学童真课堂的途径探析
（一）设计具有数学趣味性的课堂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课
堂的趣味性，要根据不同课型、不同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
灵活运用多种手段设计教学活动，引导学生积极探索数学的
奥妙，在情境创设、动手操作中自主探索，使学生在多种媒
体、多种感官的作用下于玩中学、学中用、用中思，提高学
生的课堂参与度。例如，在教学六年级“确定位置”时，结
合当前的中国南海国际形势，创设我国海军军演的情境，让
学生代表做总指挥，指挥广州舰击沉敌舰。学生代表指挥广
州舰向北偏东方向开炮，发现北偏东地方一击不中，这时矛
盾显现：只知道北偏东还不行，还要知道北偏东多少度［1］。
经过测量，发现敌舰在北偏东 30 度方向，于是学生代表指挥
广州舰向北偏东 30 度方向开炮，二击不中，矛盾再次显现：
原来不仅要知道方向、角度，还要知道距离。经过两次矛盾
冲突，学生终于成功击沉敌舰，他们兴奋地鼓掌。在以上教
学设计，在一次次紧张的矛盾冲突中，学生学到了确定位置
的要点和方法。
（二）积极创造活跃的课堂氛围

学习是一种个性化行为。当下的数学课堂中，教师应当
搭建一个有利于张扬学生个性的平台，让学生的个性在愉悦、
自然、宽松的氛围中得到释放，展现学生生命的活力。课堂
教学中，学生之间的互动具有重要的作用，积极的合作交流
对锻炼学生的交往能力很有帮助，并且同学之间的互助学习

能够推动学生接受更多的知识。例如，在教学“公倍数和最
小公倍数”时，教师可放手给学生自己去探索，让他们用同
样的正方形纸片去铺两个不同的长方形。面对两种结果，学
生提出了两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为什么有的正好铺满，有
的不能？什么时候正好铺满，什么时候不能？”并沿着自己
提出的问题去研究，发现正好铺满与不能铺满的原因与正方
形的边长有关，于是产生了进一步研究正方形边长和长方形
长与宽之间关系的愿望［2］。整节课中，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是
学生自己经过操作探究得到的，当遇到问题时，也是学生自
己想办法解决，教师只是营造了一种宽松、和谐的氛围，把
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思维得
以飞扬，灵感得到激发，数学课堂就会“活”起来。
（三）在课堂中对学生运用鼓励与赞扬
小学阶段的学生都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并且渴望得到他

人的肯定和评价，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方面有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在学校中，能够获得教师的鼓励和赞扬，是学生不断
前进的动力，可以让学生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并在
教师的鼓励中找到自信和乐趣。可以充分借助肢体语言随时
对学生的课堂表现进行鼓励，例如，拥抱、握手等，可以和
同学庆祝，让学生充分感受到鼓励和表扬带来的喜悦。此外，
也可以设置奖励，通过小红花、奖品等，对学生的学习成果
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于其他学生而言，也是一种互相勉励学
习的过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对表扬的标准应把握
适当原则，对学习能力不同的学生要针对性地给予不同的鼓
励、赞扬评判标准，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够得到鼓励［3］。另
外，问题的设置的深度方面，需要教师根据课堂教学的实际
中学生掌握程度来适当地调整。课堂导入环节问题可以结合
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通过对话等方式进行简短的沟通。课
堂进行中，抓住学生的兴趣点进行提问，对问题难度进行实
时性的调整，最后引发学生开展探索性提问，让学生敢于表
述自己的疑问。

结论：综上所述，童真视角下的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应该
以儿童为本位，充分尊重儿童，追求教学艺术的趣味、灵活、
丰实、新颖、深究与精美，让数学真正让儿童们所喜爱，使
他们学在其中、乐在其中。童真课堂为儿童的成长奠基，应
是当下小学数学教师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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