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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玩”促学，低年级学生教学模式
叶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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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低年级学生，由于其思想不成熟，理解能力比较弱等原因，低年级教师应以更具有吸引力的教学方式，引导孩子在

实践中解决问题，再具体事物中理解抽象的数理，并培养数形结合的思考方式，与此同时，锻炼其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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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是孩子的天性，托尔斯泰说过：“成功的教学所

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孩子们

学习最初的也是最持久的动力，兴趣也会给孩子们带来学习

的主动性。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由于他们对学习的目的及

重要性理解还不透彻，所以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对于他们的

学习积极性尤为重要。而身为低年级教师的我们应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引导孩子。

一、以问题引导孩子“玩”，于实践中解决问题

我们应从孩子的我们从孩子的认识规律出发，首先给孩

子设定一个有趣的情境，再抛出问题，给他们对于某一知识

理论系统的最初的感知，以便让他们从表象中概括事物的本

质特征，从而形成科学的概念。例如将平均分的概念传递给

孩子们，我会先以“如何将 10 块橡皮奖励给两个小朋友”为
题引入新课，然后让学生用自己手中的小棒代替老师的 10 块
橡皮，摆出老师可能发出奖品的情况，这下教室里就像炸开

了锅一样，每个小组的讨论都非常热烈，很快大家就讨论总

结出了 5 种结果：一人得 1 枝，另一得 9 枝；一人得 2 枝，
另一人得 8 枝；一人得 3 枝，另一人得 7 枝；一个人得 4 枝，
另一个人得 6 枝；两个人都得 5 枝。然后让学生对比这五种
方法，学生通过讨论会发现第五种分法每人分得的枝数“同

样多”，而这种分法也最公平，从而顺理成章的引出了“平均

分”的概念。如上，学生们通过实践活动，把抽象的数学概

念和形象的实践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概念具体化，使学

生悟出“平均分”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每份“同样多”，

并形成数学概念。

二、用“玩具“激发孩子兴趣，以形使抽象问题具
体化。

数形结合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数学方法，诚如华罗庚先生

所言，数缺形时少直观，形缺数时难入微。在教育低年级学

生时，我们就应该把这种思想贯彻到。将抽象的概念具体

化，用“玩具”激发学生兴趣，在行动中，加强他们对数学

算理的理解。例如：三年级学生学习两位数除法，用一位数

除两位数，商是两位，十位上除后出现有余数的情况，如：

72÷6，学生难以理解的是十位上余下的几个十要和个位上

的数结合起来继续除。如何突破这个难点？可采用摆小棒的

方法，让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体会：7 捆（7 个 10）平均分

6 份，每份是 1 捆（l 个 10），十位商 1；剩下 1 捆表示 1 个
10，要继续平均分只能拆开和 2 根合并成 12 根，再平均分 6
份，每份是 2 根（2 个 1），个位商 2。通过摆小棒，体会剩

下一捆继续平均分，怎么分？使学生感知有余数的除法继续

除的算理，以此让学生把动手操作活动和竖式相对照，数形

结合，在操作中从形的方面进行具体思考后逐步过渡到数的

方面进行思维，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从本质上理解算理，

同时促进了学生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协调发展。同时这种

以形入数，数形结合的的学习过程，也会为孩子们接下来的

学习提供一个思路，让他们更为具体、深刻的理解整个思考

历程。

三、以分组“玩”的方式，培养学生合作的意识和
能力

在当今社会中，随着发展方向的转变和产业多元化等因

素，合作能力已成为个人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小学

阶段培养学生之间团结、协调、合作共事的群体协作精神日

益重要。如在测量这一课，为了给学生么建立一个单位以及

对我们周遭事物尺寸的认识，我要求他们用尺子，卷尺等测

量工具对我们常见的事物进行测量，并讨论什么样的尺寸用

什么单位更为合适。一个人记录测量效率着实低下，于是孩

子们在我们的提示下开始了分工合作，一些人测量，一些人

记录，总结数据的时候一起讨论。前后的对比让他们一下子

体会到了分工合作的优势，并形成了分工合作的意识。在教

学过程中，采取分组合作活动，以增强学生的合作意识，同

学之间相互交流，既培养了学生合作学习的习惯，同时也使

他们在这融洽的学习氛围中感受到了一种相互谦让、共同进

步的集体主义精神。

小学阶段学生的思维正处在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维

发展的过渡阶段，尤其是低年级儿童，他们的思维仍以具体

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他们的抽象思维需要在具体材料的支

持下才能进行。他们的学习活动需要教师精心的创设情境，

充分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让他们在“玩”中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并学会分工合作，从而激起学好数学的愿望，掌握

正确有效的数学学习方法，树立学好数学的自信心，从而使

每个小学生在数学上都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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