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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课堂动态生成性资源的有效利用研究
柳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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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结合当前小学数学的实际教学情况简要分析几点有效利用课堂动态生成性资源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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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课堂动态生成性资源的科学有效利用一方面可以是小

学数学课堂教学重新焕发活力，另一方面可以切实拓展学生
的思维与视野，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

二、善于观察，敏锐捕捉课堂动态生成性资源
在新课程标准的相关规范要求下，教师要以学生为主体，

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传统
教学模式下的数学教师往往偏重于设计静态的教案，对于学
生在课堂教学中随机产生的动态生成性资源常常采取无视或
者直接否定的态度，长此以往，将会严重限制学生创新思维
与数学能力的拓展和提升。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
利用小学生的多元化特点，从学生的语言变化与动作变化甚
至是情绪变化中捕捉到动态生成性教学资源，其中既包括学
生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也包括学生独特的兴趣爱好
与学习方案等，从而加以充分利用，促进学生创新思维与数
学能力的综合培养。

比如，在向学生讲解“认识十以内的数”这一章节的相
关内容时，教师在具体讲授 1—5 各个数字的时候，可以向学
生提问“比 5 小的数字有几个”？此时肯定大部分学生都会
回答有五个，分别是 01234，但之前有过数学基础的学生肯
定也会回答有无数个，因为还有 1.5，2.5 等小数，也算是数
字。此时教师对于这种情况则要敏锐捕捉到背后所蕴含的动
态生成性资源。首先要给予学生积极的肯定与鼓励，然后再
通过对比小数与整数之间的区别与关系，向学生简单介绍关
于小数还有分数的基础知识，及时针对学生的认知与答案进
行教学资源的扩充。不仅能够鼓励学生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
都能够积极发言，大胆表述自己的想法，还能够提高数学课
堂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三、巧妙运用，提高动态生成性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小学数学的教学过程中，由于不同学生的理解能力以

及数学知识储备都不尽相同，部分学生在探究与学习新知识
的时候往往由于理解偏差或者思考不慎经常会出现一些错误
或者失误。但是当学生出现错误的时候，教师不应该一味地
对学生进行批评与指责，而是要巧妙地将这些错误转变为用
来激发学生数学思维与创新思维的动态生成性资源，使学生
能够在分析错误的过程中通过拓展性学习资源加深对相关知
识的理解和掌握，促进逻辑思维的生成与发展。并且，在学
生探究新知识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更加深入的思
考，使学生能够有效利用动态生成性资源解决在学习中遇到
的问题，促进学生数学思维的不断拓展。

比如，在思考“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是梯形”这句
话的正确与否时，教师可以选择将学生分成两组，即认为上
述语句正确的为一组，其余学生为一组，并就自己的认知与
理解展开辩论。正方学生可能直接画出一个梯形并向大家展
示其中有一组对边平行，反方学生则可能会画出一个矩形，
也有一组对边平行，但却不是梯形。由此经过两队学生的互

相辩证与交流，相信正方学生会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存在失误，
即将该句话中的“有”换成“只有”，该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本堂教学整体是由正方学生的错误认知所引出来的，并形成
了一个特定的动态生成性资源，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辩论将
对该动态生成性资源的利用达到了最大化。既能够帮助学生
深刻认知到自己错在何处以及错误的深层原因，又锻炼了学
生的思维模式与综合素养。

四、科学延伸，拓展动态生成性资源
在小学数学的课堂教学过程中，由于小学生天性活泼好

动，并且思维模式比较跳跃，常常会有一部分学生在课堂上
提出一些脑洞大开的问题让教师解答，如果数学教师一味采
用忽视或者制止的方式，不仅会影响到学生在之后学习过程
中的思考积极性与学习主动性，还会对接下来的学习效果与
学习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数学教师要针对学生的提问进
行耐心讲解，而且鉴于单纯的知识讲解往往会导致课堂氛围
过于沉闷枯燥，而小学生的注意力与集中力的时间也十分短
暂，教师应当在结合实际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在教学过程中加
入一些学生更感兴趣的课外知识，帮助学生重燃对数学学习
的热情。

比如，在学习“厘米和米”这一章节的内容时，教师可
以先提问学生“一个游泳池深 150（）”后面的空里面应该填
厘米还是米？部分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由于缺乏对长度单位
的客观认知，可能会出现游泳池深 150 米的回答。这时教师
可以先把数学问题转换一下，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游泳池
上面，通过利用多媒体设备向学生展示游泳池的图片以及人
们在游泳池游泳的视频，帮助学生直观形象地认识到游泳池
的构造原理以及 150 米和 150 厘米之间的差距。一方面加深
了学生对相关数学知识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学生的课
外见闻。

五、总结
动态生成性资源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无处不在，需要教师

敏锐捕捉、巧妙利用以及科学延伸，提高其利用率，使之成
为真正有效的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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