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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中“一题一课”教学策略探究
唐梅仙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湖溪镇中心小学　浙江　金华　322117

摘　要：如何才能够提升课堂成效呢？这是每一位一线教师和学者一直思考和探究的问题，也因此提出了许多新方法。在此，

笔者提出“一题一课”模式应用在小学数学课堂，以期为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一点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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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际教学经验总结了解到，小学生在学习知识的时

候呈现出了点状化、碎片化等特性，同时思维也不完整。要

想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笔者假设在课堂上实施“一题一课”，

即教师从一个题目出发，遵照学情设计探究课，从而带领学

生深挖数学，尽可能做到“解一题，学一法，会一类”，实现

学生的自主、持续性发展。本文探究的就是“一题一课”模

式教学的有效策略。

一、小学数学“一题一课”教学中面临的问题

（一）小学低年级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不高

首先，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年龄都比较小，性格活泼，对

于学习没有很强的专注力，只有他们十分感兴趣的事情，才

能引起他们高度注意力。再者，小学低年级学生由幼儿教育

刚刚步入小学教育，小学数学不再是幼儿园数学简单的加减

法知识的运算，不再像幼儿数学那样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实

际，在内容和难度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加深，对于小学生的

思维能力和总结概括能力有了进一步考察。由于小学低年级

学生还没有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数学学习的效果和成绩往

往是差强人意，久而久之，学生对于数学的学习就会出现懈

怠和排斥心理，甚至于影响数学能力的培养。

（二）教师的教学方式单一，缺乏新意

首先，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下，教师习惯于在黑板上记

录下密密麻麻的计算公式、推导公式、解题方法等等。僵化

的教学模式、枯燥的理论知识根本提不起学生学习的数学兴

趣，无法集中学生学习的注意力，严重降低了数学课堂的教

学质量。同时在展开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把课堂的主动

权交到学生手中，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教师在学生自主

学习的过程中，要做好引导工作来帮助学生进一步学习。再

者，在教学开展的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缺乏有效的沟通交

流，许多同学因为自身数学成绩差，从而出现自卑和畏惧心

理，在数学课堂中的表现不够积极踊跃，教师也因为基于急

切想要提升学生成绩的想法，对于学生严加管教，导致数学

课堂氛围紧张，师生之间产生距离感，更加不利于数学课堂

的开展。

（三）基础知识薄弱，学习能力差

要想解决问题，首先教师要具备发现问题的能力。可是

目前的小学生审题能力很弱，不能及时提取问题中的关键信

息和关键词，不知道如何将题目中所隐含的信息转化为具体

的数据，同时因为没有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在审题的过程中

马马虎虎，常常会遗漏掉关键信息，就会出现看不懂题目或

是对题目一知半解的现象。同时，学生由于年龄小，生活实

践经验和生活阅历不够丰富，遇到比较抽象的数学问题，学

生无法将其与生活实际相关联，找不到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方

法，导致解题效率低下。

二、小学数学“一题一课”教学的重要性

（一）改变学生学习方法，促进好习惯的养成

小学生没有较好地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一方面是由于

年龄小，生活阅历不丰富，学习能力比较差造成的，同时与

小学生没有养成正确的解题思路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有着很大

的联系。在数学练习中，很多同学一看到应用题就会回避，

看到一大串文字时就会嫌麻烦，甚至于连读都没读，便会下

意识地告诉自己不会做，即使去读应用题的题目，如果没有

掌握正确的方法和思路，那么理解的效果往往也是差强人意。

所以教师应该在平常的应用题解题练习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

正确的解题思路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教会学生怎么将题目中

隐含的条件转化为可用条件，用笔去勾画关键词和关键句，

这样不仅会大大加快解题速度，同时也会保证解题质量。

（二）举一反三，提高课堂效率

由于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总结概论能力还没有

得到系统的锻炼，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就比较欠缺，常

常会出现同一类型的题，只要稍微改变数字或者是解题思路，

学生就会对这些题目完全陌生起来，即使是教师刚刚讲过。

如果在课堂上教师一遍又一遍重复地讲解同一类型的题目，

难免会浪费时间，拖延教学进度。而且，班级里每个同学的

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对于有的同学来说很简单的题目一直重

复讲解，就会打消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教师应该在课堂

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发散

思维，能够让学生对于同一类题目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进而达到提升课堂效率的目的。

（三）对于未来数学的学习起到了促进作用

数学作为一门基础性科目，数学的学习将会伴随学生的

整个学习生涯，同时，在数学的学习过程中会注重考查学生

的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这个能力的提升会进一步促进

理科科目的学习和发展，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会

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得到进一步

提高，在解题过程中学生为了到达快、准、稳的学习效果，

就会不断地引导自主思考、提升自我发现的能力，将自己的

学习潜能激发到最大化。

三、小学数学“一题一课”教学策略

（一）培养学生在解决问题时抓住重点的能力

学生之所以讨厌做应用题，是因为学生面对一大串文字

而找不出文字内所隐含的重点信息，而筛选信息和收集信息

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在做应用题的过程中，教师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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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向学生灌输筛选和收集信息的意识。举个例子，在北师

大版一年级课后专项训练应用题中，有这样的题目：商店里

有 20 瓶汽水，上午卖掉了 9 瓶，下午卖掉得和上午一样多，

一共卖掉几瓶？还剩几瓶？当一年级小学生面对这样的应用

题时，注意力就会只集中在其中的数字 20 和 9 上，而这个题

目的关键句是下午卖掉的和上午一样多，如果学生注意不到

这句话，就会导致他们的思路出现偏差。教师在讲解这道题

目时，应该先让学生自主思考，等学生读完题目后，可以向

学生进行提问，提问这个题目的意思是什么？哪句话是整个

题目的重点，并要求他们把重点勾画出来。教师经常性对学

生进行重点句的提问，会让学生形成惯性思维，进一步提升

学生筛选信息、收集信息的能力。

（二）营造良好的学习情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小学低年级学生正处于活泼好动的年龄，单一的教学模

式无法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就无法保障数学课堂的顺利开

展。游戏不仅仅是小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更是辅助教师进行

顺利教学的工具，利用游戏来为学生创设轻松、愉悦、有趣

的教学情境，可以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来。举个例

子，当教师在了解北师大版一年级第四节《认识钟表》时，

可以利用游戏教学来吸引大家的注意，激发他们探求知识的

好奇心。虽然钟表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生活用品，但是

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认识钟表有一定的难度，学生经常

会把时针和秒针弄混，导致他们不能准确地说出时间。针对

这一现象，教师可以组织同学们利用游戏加深印象，挑选 12
名学生，来对应钟表上的 12 个数字，围成一圈，再找一名学

生站在圈中间，学生的两只胳膊伸展开来当作时针和分针，

秒针忽略不计。教师可以单独向圈内学生传达指令，指向教

师要求的时间，让其他学生来猜，也可以每一位学生轮流去

圈中当指针。通过游戏教师可以清楚地知道学生的学习情况，

学生也可以在游戏中开拓思维，发展思考能力。

（三）利用小组合作模式提升小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在新课改中明确表明以往

的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合现行的教学体制，而小组合作学习模

式可以为学生学习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在小组合作的过程

中学生可以互相合作、沟通、分享彼此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心

得，交流观点，促进小组成员的共同进步。举个例子，当教

师讲解北师大版小学一年级《有趣的图形》时，教师可以现

在多媒体上放映一些想让学生认识的、比较简单的一些图形；

也可以引用生活中常见的物体放映在多媒体上，让学生来判

断其是什么图形；还可以让小组之间进行比赛，以此来激发

学生的积极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先让学生对其学习的图

形感兴趣，下一步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由结组，然后为学生

准备作图时用到的工具，如纸张、胶水、剪刀等等。在小组

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做出多媒体上呈现出的图形，以此来加深

学生的对于图形学习的印象，鼓励学生自由发挥，利用这些

图形进行拼接、剪裁会形成怎样的效果，发挥小组成员共同

的智慧，分享观点和想法。

四、结语

综上所述，采用“一题一课”方式能够让学生疑惑处和

教师教学点有机融合，完成无缝对接，最终做到学有所获，

教有成效的结果，让整个课堂教学成效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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