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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小学数学课堂导入的技巧
王　萌

湖南省常德市津市市第七完全小学　湖南　津市　415400

摘　要：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课堂导入是十分重要的，课堂导入是导言和开端，是教学乐章的前奏，也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对课堂导入有了进一步的要求，数学教师需要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在实践中探索和开

发小学数学课堂导入的技巧，从而提升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效率。课堂导入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无论何种导入技巧，都要考

虑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学生的认知特点，这样才能让课堂导入达到最佳的效果。笔者结合自身小学数学教学实践，探讨了小

学数学课堂导入的有效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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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小学数学教师应该重视课程导入的技巧，采用丰
富多彩的教学方法，尽可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保证小学
数学课堂的导入技巧能有效发挥出来，提升小学数学的学习
效率。

一、通过问题导入
课前几分钟，为使学生迅速进入学习状态，我们总是设

计各种形式的活动，激发学生积极探究知识形成过程的兴趣。
例如，在教学“最小公倍数”活动一课时，我采用了例

举的方法。白板上出示：3 的倍数有（三）9、1（二）15、
18、2（一）2（四）27……；4 的倍数有（四）8、1（二）
16、20、24……。先分别写出各自的倍数，再找出它们的公
倍数，然后在公倍数里找出它们的最小公倍数。我组织学生
分组进行讨论：谁能找出 3 和 4 共有倍数的特征，并列出
来 ? 学生很快将“12”和“24”列出来，“12”是最小公倍
数。教师顺势引入新课：板书“最小公倍数及其特征”。同时
告诉学生：今天我们来研究如何求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这
样，通过了解学生疑在何处，再引导学生总结、归纳，从而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通过游戏导入
游戏是学生最喜欢的活动，也是符合小学生特点的活动。

因此考虑到学生爱玩的天性，将游戏有效地导入教学，教师
可以通过游戏活动纠正学生的学习习惯与行为，合理减轻学
生的学习负担并将重点难点化解开，进而更好地达成新课程
改革的教学目标。教师进行课程导入阶段，可以让学生扮演
不同的角色，参与到简单的游戏活动中，培养自身的主动参
与意识与行为。学生全面参与到课程学习中，那么对课程探
究以及深度研究的主动性增强，学生就会无意识地增加对数
学学习的乐趣。

三、通过故事导入
故事生动、形象，爱听故事是学生的一大特性，有趣的、

有魅力的数学故事更易引起学生的关注。在教学中，将抽象
的数学知识融入故事中，会让学生记忆深刻，产生学习新知
的期待，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在教学最小公倍数时，新课伊
始，教师为学生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渔村，有一老一
少两个渔夫，他们都不是天天打鱼。老渔夫每隔 3 天出去打
鱼一次，年轻的渔夫每隔 4 天出去打鱼一次。如果他们 7 月
1 日同时外出打鱼，那么下次他们同时打鱼最早是几月几日 ?
学生们听了老师的话后，纷纷进入到了思考中，有的学生制
作了简单的月历卡，然后在上面做标记，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也有学生运用画图的方式，寻找出了结果。但学生们觉得这
样做，尽管可以得出结论，但比较麻烦，有没有更简洁一些
的方法呢 ? 教师引导学生们进入了探索中。

四、通过生活导入
小学数学新课程标准指出要在教学中添加更多的生活化

元素，提高学生探究实际数学问题的能力。生活化教学的理
念在上个世纪就被提出来了，在西方杜威提出“生活即教
育”，我国的教育家陶行知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理念。数
学与生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生活当中许多地方都应用
到了数学知识，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社会的运行也
离不开数学工具。生活也是学生最熟悉的地方，在传统的小
学数学导入环节中，教师不注重引入生活素材，难以引发学
生的共鸣，因此教师应该调整自己的教学理念，让生活导入
成为课堂导入的一个常规武器。

例如，在学习《一天的时间》这一课时，笔者就给学生
准备了一个很大的钟表，通过指针来帮助学生建立时、分、
秒以及天的概念，让学生熟悉他们之间的转换。时间的概念
在学生的生活当中是很常见的，笔者让学生用时间描述一下
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场景，学生都纷纷地站起来发言，一位
学生说：“我每天起床的时间是七点整”，还有一名学生说：
“每天的十点十五分是我们课间操开始的时间”，笔者还让学
生自主转动钟表来表示自己所说的时间，这样一来学生的学
习热情都被调动起来了。其实，教材当中还有许多的知识可
以与生活之间联系起来，

例如，《统计》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都有体现，教师都可以借助生活当中的案例进行说明。

五、结论
数学教师需要重视对课堂导入的技巧进行探究。整个课

堂教学中通过对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积极性的激发，促进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以保证达到对课程优化的基本目标。促进
学生数学综合能力的提升，实现提升教学效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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