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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小学数学数与代数的高效课堂教学策略
◆潘海燕

( 福建省福鼎市实验小学)

在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下，新的教学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相比传统的教育，新的教学改革侧重于学生能力的培养，而并非单纯

的应试准备工作和教学计划。小学数学是学生学习的重点科目，其中数与代数的学习被列为小学数学学习的主要内容，通过小学数学数

与代数的学习，学生可以把握、分析、叙述现实事件，有助于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而探索小学数学数与代数的课堂教学策

略，将会让课堂教学更加高效，对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小学数学 数与代数 高效课堂教学 策略

一、引言

逻辑思维是开创人类进行思考活动的主导，而数学是集合逻辑思维培

养为中心的重要科目，小学数学是低等数学的入门，是数学学习和培养学

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启蒙，而小学数学学习内容主要包含大量的数与代数的

知识。例如，数的认识、数的运算、式与方程以及常见的量等，这些数与代

数的知识都是数学模型的一种表现，是学生通过学习针对数学数量关系和

变化进行探究的一个过程，从而让他们更加了解数量关系、角度和意义，而

笔者将通过本文，对小学数学数与代数的高效课堂教学策略进行研究和

探讨。

二、小学数学数与代数的教学现状

传统的教育方式以“教”为主，教师向学生灌输思想，督促学生学习。

而学生学习的行为被动性过大，导致学生厌学、学习成绩提不高，有时还会

引起心理问题。小学这个年龄阶层的学生对新鲜事物具有很大的好奇和

兴趣，但是受到应试教育限制，行为和思想被管束，而有些教师觉得管束就

是最好的教育方式，其实不然，教育的定义是一个“以育为主，以教为辅”，

诱导学习的过程，而对于教育制度的陈旧观念会让一些教师对学生进行思

维局限和思想统一，学生为了考试而进行解题，解题过程必须遵照答案的

一板一眼，而对于答案正确，解题思路不同的情况，他们经常会给予否定和

批评，而不从解题学生的角度去思考和了解，从而直接导致学生学习失去

热情，学生学不会，不会学，教学质量过低过差等的教学问题，既浪费了学

生的时间，又导致教学计划不能如期完成。

三、小学数学数与代数的高效课堂策略

1． 重视对数的含义和概念讲解

教师可以讲述数字的来历和历史，让学生对数字有初步的印象和了

解，如阿拉伯数字的出现，中国古代的计数计量单位等。另外，可以将数学

联系日常生活中，进行切实叙述，包含日常生活中一些数字的应用和计算，

数字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等等，同时可以规划一些简单的加

减法题目，并采用课堂提问方式让学生作答，并给予答题正确的学生鼓励

和赞赏，给予答题错误的学生鼓励和提议。这样不但能让学生的思维从抽

象的数学符号中引导出来，又能在教学过程中拉近教师和学生距离，并且

加强学生对数字和数学符号的敏感度和认知度。
2． 进行情景记忆教学

不同于语文对知识的了解和背诵，数学是逻辑思维比较严谨、表现比

较抽象的应用实践性学科，不能让学生进入死记硬背的误区，如在教授“乘

法分配律”的课程中，教师如果单纯以乘法和加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叙述，

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思维有点复杂，但是如果联系现实生活进行举例提问

的方式，即现实中买了一些苹果和梨，已知苹果和梨的价格相同，数量个

数，求解苹果和梨的总价，那么学生的思维兴趣就转移到苹果和梨的数量

计算了，通常会采用传统的算出苹果和梨各自的数量，再相加算出总量，而

教师这时候可以代入乘法分配律进行计算，并公布结果，这样就在不知不

觉，潜移默化的加深了学生对乘法分配律的记忆，避免单纯的公式抽象记

忆，让学生走出思维定势进行思考和想象，方便数学知识的掌握。
3． 注重授课前实践预习，让学生提前了解

数学是实用实践性科目，是一个需要思考和运算的过程。而教师在教

学时可以注重培养学生在课前的实践运用，因为数学的学习目标和性质，

就是注重用于实践的日常生活中，教师要让学生明白数学知识取之于日常

生活，用之于日常生活的深刻道理。例如，在教师需要教授“数的运算”的

课程前，鼓励学生陪同家长去商店买东西，让学生在买卖过程中计算价格，

而课上再进行反馈，进行具体的训练和巩固，提前让学生对知识初步了解，

方便学生掌握，加快学生学习的效率。
4． 提供学生课堂讨论的空间和时间

在课堂时间宽裕的基础上，教师应该提供讨论的问题，并给学生交流

讨论的时间和空间，因为学生之间的身份、阅历、喜好方面相似性，会让他

们更好的进行交流，最后教师可以采用提问的方式，让学生说出自己的答

案和想法，对于正确或者有创新意义的想法进行鼓励，对于思维的误区进

行纠正，并且告诉学生其中的原因，从而让学生在交流过程中，间接的巩固

了学习的知识。
5． 注重课堂情境活动运用，深化学生课堂知识的理解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要注重课堂情境活动的运用，良好的情境将会

不但能够将抽象的数字转化为具体的情景表现，让学生在探索乐趣的情景

活动体验中理解和体会数学知识的真谛内涵。例如，在“一万米”的课堂授

课过程中，教师可以让 20 个学生手牵手，测量其中的长度，然后告诉学生，

需要多少个同学手拉手才能达到“一万米”，让学生深刻体会到数字的大小

意义。
6． 鼓励学生进行算法探究，思考运算方法多样性

数学是灵活的逻辑推理，虽然答案只有一个，但是运算方法可以有很

多，即一题多解的情况，教师在授课或者出题的过程中不能拘泥于课本固

定的算法和答案，一些学生计算过程中的思路与教课书中略有不同，而身

为言传身教的教师，需要鼓励学生集思广益，多思考新的解题思路，然后根

据解题过程中运用的公式和方法进行点评，针对简便、直观的解题思路进

行表扬肯定和推崇，不但鼓励了学生创作探索，更是加强了学生之间的团

结和交流，有助于活跃教学气氛，提高教学效果。

四、结语

学生对数字的能力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这需要建立在教

师的良好诱导，学生的兴趣自主学习，大量实践训练以及没有障碍的交流，

数学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设计过程中应当注意实践多于理论，诱导多于灌

输，兴趣记忆多于形式化记忆，只有通过巧妙的教学手段，利用学生的心理

特点和教学理论实践相结合，才能培养学生对数学的认知和探索欲望，从

而培养出强烈的数学兴趣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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