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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学中赏识教育的开展策略
龚云丰

重庆市渝北区中央公园小学校　重庆　渝北　401120

摘　要：“赏识教育”一一“赏”就是一种鼓励教育，“识”，是肯定认可。诚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永远无法忽视个体化差异

带给数学课堂实践教学的影响。赏识教育通俗来说就是通过鼓励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优势及长处，鼓励学生不断勇于追求成

功。小学阶段的学生由于刚刚接触数学知识的学习，他们感觉到数学知识既熟悉又陌生。这个时候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

情况，对学生进行适当的鼓励与肯定，能够让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学习产生积极的兴趣，激发起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好奇心，

让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鉴于此，本文对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学中赏识教育的开展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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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赏识教育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意义
在小学数学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采取赏识教育的方

法，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在课堂上积极思考学习数学知识的
兴趣。通过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的爱心激励，以及物质
的激励能够让学生更加主动地进行数学知识的学习，提高教
师在课堂上的教学质量。其次，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免会
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学生会对数学问题的解答没有思
路，还有的学生在考试的时候学习成绩会出现下滑的现象，
教师要引导学生明确这此现象都属于正常的。当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产生学习情绪下降的时候，教师对学生采取恰当的赏
识教育方法，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主动性，帮
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积极主动地想方设法解
决困难。最后，赏识教育的方法对于班级中学习数学知识能力
比较弱的学生而言，他们能够通过教师的鼓励，更好地掌握最
基础的数学知识，同时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的学习成绩也会不
断得到提升，最终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二、小学低年级数学教学中赏识教育的开展策略
（一）设定初步目标
学习目标是学生努力和奋斗的目标。小学阶段的学生拥

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学生具有较强的表现欲望。在日常
学习的过程中，学生通常都会借助各种机会表现自己，赢得
教师的赞扬和关注；而教师的肯定和赞扬会成为学生不断努
力和前进的动力。此外，该时期的学生也会在心里形成竞争
意识，只有竞争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发展，使其拥有更多的
收获。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需提出一些有挑战性
的问题，再加上一些激励性的动作、语言等，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挑战机会，使其能够拥有展现自己的舞台和机会。为了
使竞争意识能够保持长久性和长效性，教师就需制定一些阶
段性的目标。需要注意的是，教师需要保证目标能够符合教
学要求，满足学生的实际学情，使学生能够在完成一个个阶
段性的目标后，逐渐完成大的目标。

例如，在二年级会学习到计算方面的内容，包括乘除、
加减、混合运算等。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数学知识，教师
就可从加减法入手，设定一个小的学习目标。在第一课时，
教师可让学生掌握两位数的加减法，当学生能够牢牢掌握这
部分内容后，教师就可创设教学情境，锻炼学生应用所学知
识的能力。在学生完成这一小的教学目标后，学生能够获得
较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在第二课时，教师就可再次设置一
个小的目标，如“学会验算”。当学生能够掌握验算的方法
时，其成就感将会得到有效提升，而教师也需在恰当的时机
鼓励学生。教师需根据不同的章节设置具有针对性的目标，

带领学生突破一个个目标，将成功的喜悦感整合起来，进一
步增强学生的进取心。

（二）关注学生差异
教师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应立足欣赏不同学生

的学习优势，正确认识不同学生具有的学习差异性，进而开
展符合学生学习需要和心理情感需要的教学评价，这样不仅
促使教师准确掌握不同学生的学习特点，也充分鼓舞每一个
学生学习自信心和激发学生学习的行动力。

（三）制定恰当方案
小学数学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不仅需要教给学生数学理

论和数学知识，还要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锻炼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使其能够逐渐形成良好的数学思维，养成正确的
学习习惯。因此，教师必须要制定出恰当合理的赏识方案，
让整个教学过程变得较为轻松，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学生
的学习进程，实现学生各项能力和素养的稳步提升。

例如，在教学乘法口算的内容时，教师就可为学生提出
一些有趣的问题：现在有 10 个小朋友，每一个人拿着 4 个柠
檬和 2 个香蕉，那么这 10 个小朋友一共拿了多少个柠檬和香
蕉呢 ? 有些学习能力、运算能力较强的学生，就能迅速开始
计算；但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经常无从下手，无法解决问
题。此时，教师就应当给予部分学生适当的提示和引导，使
其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计算。在学生完成各自的解答
后，教师要鼓励学生说说解题的思路。如果学生的回答较为
完美，那么教师就需在第一时间给予肯定和奖励；如果学生
的思路存在问题，教师需进行适当的纠正，同时肯定和鼓励
学生表现较为优异的地方，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使其能在改
正问题的同时更好地成长，避夯学生对数学知识产生厌恶感。

三、结语
总之，赏识引向成功，抱怨导致失败。赏识是一种理解，

更是一种激励。教师眼前的每一位孩子，各有各的优点，在教
师心中，要珍视每个孩子的存在，应该用教师的爱、用教师的
智慧让孩子能够自由、快乐地成长。赏识教育的普及要求教师
保持初心，保持平等无私的平常心，相信且尊重自己的学生，
并且辅助以策略，学生心灵的苗圃就会布满阳光，春色满园，
学生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才会保持一颗初心，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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