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10　新时代教育·基础教育104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浅析小学数学教学中开展深度学习的具体措施
余启相

贵州省兴仁市东湖街道兴民希望小学　562300

摘　要：当前，应加强对小学数学教学模式的探究，从教学环节、内容等开始进行探究，以引导学生掌握数学本质为目的，

促使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初步建立数学知识模型，以此来引导学生通过数学模型来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的问题，以此来促

进数学的教学改革。因此，老师应在教学中合理地利用深度学习，加强对数学单元知识的挖掘，引导学生掌握数学知识的学

习规律，引导学生在探究数学问题时来学习文化知识，以此来达到教学目标，从而促使学生在课堂中研究、探究、学习数学

知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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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学之新，引学生探究数学问题之实，促使学生从

基本的数学问题出发转化数学知识，引导学生把握数学的本

质，以此来促使学生深入理解以及探究学习数学知识，促进

学生数学学习的全面进步。对此，以深度学习为核心，加强

对教学的创新，凸显出学生的教学主导地位，通过适当的策

略以及方式来引导学生深入学习以及探究数学知识文化。

一、聚焦大单元学习主题，构建完整的认知网络体系

深度学习提倡用少量主题的深度覆盖代替所有主题的表

面覆盖，需要我们以大单元学习主题为线索，对学习内容的

数学本质进行分析，打破教材单元的限制，在确保几个单元

知识点不能缺失的情况下，通过对一类教学内容或基于某一

个核心能力整体剖析，提取它们之间相通的数学本质，将看

似分散、零碎的知识点进行整合衔接，使其整体化、系统化、

结构化和序列化，以适应深度学习的需要。如四年级上册

《大数的认识》单元，教材编排是把亿以内大数和亿以上大数

的认识分开教学，中间穿插了两节《数的产生和十进制计数

法》，但亿以内大数和亿以上大数的认识每块内容都包括计数

单位、读数和写数、大小比较、改写与近似数，只不过数域

不同。这一章十二课时其实都凸显了一个共同的本质计数单

位，十二节课我们不能平均使用力量，计数单位是核心概念，

十二节课中都要着力凸显计数单位，以计数单位这个核心概

念和需要落实的核心素养数感、抽象统领整个单元教学。因

此在实际的教学中就可以将这两部分的内容整合起来，按照

计数单位、读数写数比较大小、改写与近似数这三大块来上，

将原来的十二课时重组，为学生构建完整的自然数的认知体

系，打通亿以内和亿以上数的隔断，在不同课时的具体教学

中有计划地进行渗透，有目的地进行点拨，让学生有机会围

绕不同的课时、不同内容，在多层次、多角度的探究中，不

断加深对计数单位本质意义的理解。

二、聚焦问思辨课堂的打造，重视学生质疑、解疑、
思辨能力的培养

（一）营造安全的课堂环境，做一位有温度的教师

宋代教育家朱熹说：“读书无疑须有疑，有疑者却须无

疑，至此方为长进。”那么在数学课堂中只有多疑、善疑、质

疑、探疑，才能获得渊博的学识，因此课堂上，教师让学生

根据所呈现的数学信息提出问题，学生只要能提出问题，不

论质量如何，不批评、不嘲讽，多鼓励、多欣赏，消除学生

怕说错或说得不好被否定的畏惧心理，让学生有足够的心

理安全感，激发他们敢于质疑的勇气。如我在教学《用字母

表示数》时，让学生们先说说看了课题后能提出哪些数学问

题？学生们若有所思，不过片刻就纷纷举起了小手，提出了

“怎样用字母表示数？”“为什么要用字母表示数？”“用字母

表示数有什么好处？”“字母可以表示哪些数？”“哪些字母

可以表示数？”等一系列的问题。看到学生们积极投入的状

态，我把问题逐一板书在黑板上，说：“我知道你们还有许多

问题，一会儿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新问题，那我们

就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研究研究。”在我的激励下，一颗颗善

问之心被激发。宽松的课堂氛围，让学生不再拘谨，提出自

己真正想研究的问题，也开启了本节课的研究之旅。

（二）课前自学找惑

要打造具有活力的课堂就需要“课前做准备，课上早交

流”，这就是要将教学延伸到课堂之外，对每节课的内容都要

让学生们经历独立自主的学习过程，要求学生们根据课前小

研究单上教师所设计的问题、创设的情境或导读提纲进行自

主学习，了解基本内容、掌握基础知识并对学习过程中的重

点及疑难点问题做好记录，从而使他们带着有准备的头脑进

行课堂学习，这样才会使学生们更自信地参与课堂学习、更

大胆地参与质疑讨论，从而助力小组合作探究，使学习更深

入、交流更宽泛，从而使课堂彰显无限活力。

（三）小组合作交流

小组合作学习，是“兵教兵”，真正给以学生们自由空

间，使学生们能在宽松和谐的氛围中愉快交流，进而大胆质

疑、思辨、解疑，使他们在质疑答辩中建构，在矛盾中选择，

在沟通中生成。从而使学生们的思维更富有活力。例如，在

教学《圆的认识》时，我为了让学生弄清车轮为什么要做成

圆形这一道理，设计了学生四人为一小组动手实践探究，在

桌面上滚动用硬纸板做的圆形、椭圆形、正方形、长方形、

三角形的车轮，比较、观察滚动不同形状的车轮会有什么样

不同的感觉。然后让各小组汇报交流观察的情况，最后我用

多媒体呈现小熊猫坐圆形、椭圆形、正方形的车轮亲自体验

的实况，将学生再次交流质疑的氛围推向了高潮，学生都争

先恐后地举手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观察小熊猫体验的情况

我发现圆形的车轮很平稳，其他形状的车轮很颠簸，为什么

圆形的车轮很平稳？应用了圆的哪个特征？其他形状的车轮

为什么很颠簸？一系列学生质疑的问题就水到渠成地提出来

了。整个探究过程中学生们参与性非常强，学生们在合作中

观察事物，在合作中分析现象，在合作中思考问题，动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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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口说、动脑想，学生的学习合作意识得到了锻炼，动手操

作能力得到了提高，质疑的能力也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四）全班交流内化

通过课前自学和小组合作探究学习，大部分学生已经初

步掌握了学习内容，但对重难点、易错点、易漏点还有分歧，

需要全班交流、达成共识。萧伯纳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

一个苹果，彼此交换，我们每个人仍只有一个苹果；如果你

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彼此交换，我们每个人就有了

两种思想。”课堂上学生的观点，调查的结果，通过小组交

流，全班交流，思维火花相互碰撞，知识成倍增加，有效地

实现了“兵教兵”，从而使全班同学在分享中得以提升。

（五）及时检测评价

为了培养并提升学生们的质疑能力，在每一节课堂学习

结束前的 3 分钟，笔者要求学生针对课堂学习要点尽可能多

地提出不同层次的数学问题，以作为对本节课学习的小小测

评。测评采取开放式计分，计分标准为：1. 提出一个符合要

求的问题计 10 分，但如果所提问题实质一样，只是表述有

别时只作一个问题计分。2. 所提问题合理有效，但表述不完

整时计 5 分。3. 未提问题或问题完全脱离问题情境时不计分。

通过课堂随时跟进的小测评，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提

高了学生们质疑问难的积极性，从而激活了课堂，使数学课

堂充满竞争的热情与活力。

三、聚焦项目化学习的研究与实践，提升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

将学生置于真实的现实情境研究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同学科或跨学科统整，有利于学习的真实发生。例如《简易

方程》的教学，让学生了解教材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去探究

相关的内容，如生活问题和方程的教学，如如何设置方程的

未知数等，同时，老师还可以结合相关的方程例子来引导学

生了解设置方程的过程，如构建方程中的等式关系、关键信

息的挖掘、巧设未知数等等，引导学生去探究相关的数学

知识，促使学生在方程的帮助下更好地解决实际的问题。首

先，老师可以在教学中引入实际的生活情景，如在教学中拿

出一个小天平，让学生先知道天平的原理，然后通过左边的

砝码和右边的物体来进行称量，让学生来进行观察，以此来

让学生得出砝码和物体相等的结论，并以此为例，最后引入

方程相关的方法概念，促使学生对方程知识的深入理解。不

仅如此，老师还可以就这个问题进行拓展，引导学生观察方

程开始，研究方程的解法，以此来引导学生在课堂中运用方

程知识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如一本书 360 页，小刚看了 10
天，还剩 120 页没看，平均每天看多少页这类问题，老师

就可以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运用方法来进行解决，如设每天

看的页数为 X，通过对题目信息计算的解读，得出方程式：

10X+120=360，从而让学生快速解决相关的问题，同时老师

还应鼓励学生总结这类问题，促使学生在课堂中研究生活知

识，以此来达到生活教学的目的，以此来促进学生的进步。

四、结语

总之，深度学习要着眼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整体认知和

综合应用，要重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合理有效建构和方法的

迁移，使学生的深度学习像呼吸一样真实自然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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