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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学数学校本课程的实践研究
彭　清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实验小学　744000

摘　要：开发小学数学校本课程就是为了能在教学中达到新课标素质教育的要求，为了真正能以学生为教学根本，从学生学

习数学的兴趣、能力等方面入手，以求达到课堂有效教学，实现教学目标。突出校本特色，激活学生学习主动性，并通过展

示学生学习的成果，增强学生学习数学的信心和希望。教师要有效拓展课程教学内容，充分整合学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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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小学数学教学活动中，为了有效提高数学教学

质量，教师应该根据本校特点和学生学习的需要，重视开发

小学数学校本课程，使校本教材成为小学数学教学的主要内

容。并在教学中用校本课程内容，激发学生兴趣，满足学生

的学习需要，让学生从根本上转变对小学数学学习的认识，

彻底改变学习数学的方式、方法。同时，教师也可以用校本

课程的丰富多样性，丰富教学内容，拓展学生视野，增长学

生见识，在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和运用数学积极性的基础上，

突显校本课程的特点，增强学生学习的信心，引导学生积极

参与，从而实现小学数学校本课程的有效教学。

一、充分利用校园文化和生活实践，渗透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学校园文化

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我校通过举办校园文代节，加强教师

对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利用。在小学数学校本课程中，教师要

利用队列队形，让学生清楚地认识正方形、长方形及椭圆；

学校通过举办校园数字谜、心算、珠算比赛，促进学生传统

文化素养的提高；同时校本课程要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可

以通过让学生剪纸、折叠的方式，提高学生对对称图形的理

解。例如，我组丁老师在上完“平行四边形和梯形”这节课

后，开设了一节校本课，他安排四位学生为一小组，用硬纸

片折叠平行四边形和梯形纸盒，将优秀的成果拿到讲台上进

行展示，学生自己动手操作，对平行四边形和梯形有了理性

认识，在此基础上，教师进行点拨，及时引导学生，拓宽了

本课的知识目标。

二、利用游戏活动，加强对数学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利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根据儿童心理特征，在课堂上恰当

地引入数学游戏，可以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让学生乐学

数学。在做游戏时，教师组织学生以四人为一小组，由组长

负责，进行“击鼓传花”游戏，接到花的学生要解答数字游

戏，做不对的学生要惩罚唱一首歌曲，学生的激情立刻被提

高了。关于小数计算问题，很多学生感觉比较难学，笔者与

其他组员商榷，编写了关于小数计算的校本课程，设计出竞赛

游戏“疯狂争地盘”，它的设计源于教材，但又高于教材。将

小数的计算融入游戏当中，使学生积极参与数学运算，完成学

练结合。在游戏过程中，教师打破教学常规，创造性地列出各

种类型的争地盘的玩法。最后笔者总结性地归纳出小数计算的

性质，很复杂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学生在游戏过程中会

学会许多数学方法，如化零为整法、四舍五入法等。

三、利用数学写作，实现校本教程的多元化教学

教师应利用数学日记、编写数学童话、编写数学课本剧，

让校本课程呈现多元化教学，让学生从课堂走向社会，把抽

象的概念、公式形象化，让学生更加乐学数学。

（一）撰写数学校本日记，为学生提供了相互交流数学的空间

在每周周末，笔者会根据校本课程给学生安排一篇数学

日记，通过数学日记为学生提供一个用数学的语言或自己的

语言表达数学思想方法和情感的机会，也为教师有效评价课

堂教学提供了依据。笔者在看日记的同时，发现了许多新的

解题思路和方法。数学日记源于校本课堂，而通过学生的理

解，生成新的教学资源，把原来被动的教学压力转化成生动

灵活、富有创造力的多元化教学，能够加深教师对学生日常

生活的了解，促进教师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二）编写数学校本童话，巩固学生的数学基础知识

教师指导学生写数学校本童话是学生很喜欢的一件事情，

能够使学生主动梳理数学基础知识，然后自觉地站在整体的

高度，重新审视、考虑，并为它们安排合理角色和情节，以

及具有知识性的言语。如学习奇数和偶数的内容后，为了使

每个学生的想象力和数学表达力自由翱翔，笔者设计了写一

篇童话故事“运算定律”的活动，学生可以独立完成，也可

以分小组完成，学生还可以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或与家人共同

完成。许多学生把自己的童话写得很曲折，给其他学生留下

了美好的记忆。

（三）编写数学校本小剧本，为不同的学生提供不同的舞台

教师指导学生编写数学校本小剧本，可以让学生在自编

自演的过程中体会数学的魅力，发表自己独特的数学见解，

从而丰富校本课程的内容和形式。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小剧

本的写作，力求简洁生动，紧贴数学活动的主题。然后组织

学生在课外活动排练。在两年多的活动中已经有 6 篇小剧本
在学校主办的校园文化节上公开演出，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总之，充分利用校园文化和生活实践渗透校本课程；利

用游戏活动，加强对数学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利用；利用数学

写作，实现校本教程的多元化教学等教学策略，极大地激励

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乐学数学，同时也促进了学生

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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