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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课堂学生深度学习的有效性分析
唐　蒂　颜丽琼

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陈家桥乡合心小学　湖南　邵阳　422000

摘　要：一般来说，小学数学的深度学习就是让学生在已有的数学认知经验基础上，能够通过自己的思雏和努力，对新的数

学知识和技能等内容进行重新的加工和组合，并且能够运用多种方法保证现有知识和新的知识进行相应的迁移和运用，即使

遇到新的情景，也能够通过已有的数学知识和方法作出相应的决策，从而解决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系列数学问题。对于这种

深度学习方式，只是在近几年来才出现，并且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其在提升学生学习方面的确具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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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提倡深度学习的今天，加强对小学生的说理训练是势

在必行的，小学数学教师要多给学生营造说理机会，对小学
生进行“说”的训练，让小学生知道说什么，怎么说，培养
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小学生说理的条理性。使学生掌握数学
思想和方法，获得基本的数学活动经验，帮助学生认识自我，
建立自信

二、深度剖析教材，制定三维教学目标。
要实现对小学数学教材内容的深入剖析，就需要数学教

师能够实现对教材的深入研读，同时还能够对新课程标准进
行分析，真正全面有效地把握教材的编排体系，每一章节教
学内容在整个知识体系当中的作用。数学教师需要从数学教
学的整个体系和脉络出发，应用全局眼光，对现有的教材进
行深人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制定出科学，合理、有的放矢的
三维教学目标。

三、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说理的意识
小学生年龄小，对事物的认知还停留在事物表面，在学

习数学知识时很容易出现偏差，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久而久之，就会使小学生产生厌烦情绪，失去对数学学习的
兴趣。小学生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有限，再加上小学
生天生的好奇心，很容易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转移注意力，
对数学教师讲授的知识不能完全听进去，导致学习效率下降。
此外，数学本身的抽象性也是小学生对数学不感兴趣的重要
原因。因此，小学数学教师要想达到深度教学的目的，实现
小学生的说理能力的提升，就要有效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产生用数学知识和数学语言进行说理的意识。

比如，在教学《认识立体图形》一课时，数学教师抓住
小学生爱玩的心理特点，设计了游戏教学环节，利用各种纸
盒作为游戏道具，让小学生对纸盒先进行滚推，摸的玩耍，
再指导小学生对纸盒进行拆解，感受、体验不同形状的物体
的特征，然后引导小学生根据自己的想法对盒子进行分类，
加深小 . 学生对各种立体图形的认识。利用这种游戏教学模
式极大地调动了小学生的学习热情，为小学生营造了 -- 个轻
松、惬意的学习环境，极大地吸引了小学生的注意力。数学
教师在游戏结束后，要鼓励小学生从边、角、面等维度说出
自己对各种图形特征的看法，培养小学生“说”的意识。还
可以通过讲道理的方法让小学生明白说理的好处，向小学生
灌输“头脑越用越灵”的思想，鼓励小学生动脑思考，积极
举手发言，对发言的学生进行鼓励和表扬，使小学生感受到
“说”的喜悦和成就感，促使其他学生也产生要主动说理的

冲动。

四、深度凝练策略，给予学生多样化的学习感受。
深度凝练策略，努力给予学生更加多元化的数学学习感

受作为实现深度学习的关键，在整个小学数学课堂学生深度
学习的有效探究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于是这就要求数
学教师能够依照新教改的要求，对学生的深度学习进行更加
有效的研究，能够对自己所教授内容的理论知识以及内容所
涉及到的数学思想 . 数学思维等内容可以做到认真而又细致
的深人分析，从而在通过行之有效的策略，让学生能够积极
主动地投人到对这一知识点的学习当中，这样不但有利于深
人学习有效性的探究，还能够帮学生在学习当中获得更加多
样化的学习感受。例如情景教学，故事导人，小组合作，分
层教学等都是数学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常常用到的策略。但在
具体的教学过程当中，使用哪种策略更加科学合理，还需要
数学教师通过不断的实践加以总结和提炼。

五、深度融合技术，构建现代化数学课堂。
深度融合技术要求数学教师在课堂教学实践当中，能够

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技术和手段对已有和将要学习的数学知识
进行深度的融合，从而通过这种方式，为学生打造更加现代
化的教学课堂，从而更好地实现小学数学课堂学生有效性的
深度学习。然而现代化信息技术在数学教学课堂当中要想实
现真正的深度融人，不但要求教师本身不断加强学习，保证
对现代化教学手段熟练高效的运用，同时还需要在整个校园
当中树立正确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理念，保证现代化新技
术可以真正科学合理地应用到课堂教学当中。比如多媒体设
备、电子白板等在数学课堂当中的应用，将会使教学效果变
得更加理想。

六、结语
总之，小学数学教学中，对于深度学习这一方式来讲是

既复杂而又系统的，所以其能表现出的成效并不是一朝一夕能
够看到的，同时还需要师生之间的共同努力。我们所提到的深
度剖析教材、深度凝练策略、深度融合技术，还不够具体和完
善，还需要在今后的教学实践当中进行不断的研究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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