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小学阶段是学生学习数学的起步阶段，特别是在

小学低年级阶段这是学生学习数学的奠基阶段。这个阶段的

学生在学习习惯上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学习能力上也有所欠

缺，所以教师必须要结合学生实际来开展数学教学活动，结合

低年级学生的特点有效教学，以此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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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小学课程体系中最为关键的课程， 它不仅仅能够

使学生学习到相关的数学知识，也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

力和抽象思维能力。数学会影响到学生的理科学习方式和理科

思维能力，因此数学教师必须要重视小学阶段的数学教学。
小学低年级学生正处于懵懂的孩童时期，他们天真好动，好

奇心强，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教师要想顺利地上好每

一节课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他们喜欢玩，喜欢做游戏，喜欢动手

操作，喜欢童话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教学活动的顺利开

展。通过几年的实践，我发现教师要想教育好学生，必须掌握这个

年龄段学生的特点，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教学，以期达到好的教

学效果。 下面，我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浅谈一下几点体会。
一、“童话”式教学

从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来说， 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

尊重学生实际，使学生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 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必须要关注我们所面对的教学主体———低年级段学

生的实际，这样才能够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小学低年级学生具有很强的想象力， 他们的世界是千奇

百怪、色彩斑斓的；他们在入学前，童话故事时刻在伴随他们，
充斥在他们的生活中。而就数学课程本身来说，这是一门比较

抽象的学科。教师如果只是枯燥地给学生传授知识，那么留给

学生的印象往往是枯燥无味的。对于刚接触数学的学生来说，
教师如果不创新教学方式而是一味地进行填鸭式教学， 往往

会使学生失去兴趣，甚至产生厌学情绪。 因此，在进行小学一

年级“同样多”这部分知识的 教 学 时，我 采 用 了 童 话 式 教 学。
“秋天来了，小白兔家收了好多的胡萝卜，兔妈妈洗了 5 个胡

萝卜当点心准备分给孩子们， 你们谁当兔妈妈和孩子来表演

一下呢？ ”学生听到了他们感兴趣的话题，都积极地举手想参

与其中。 我选择了 6 名学生，其中一人当兔妈妈，其余则扮演

孩子（并戴上头饰）的角色。兔妈妈每个孩子给分了一个萝卜。
这时我不失时机地问学生“萝卜有没有多余的？小白兔有没有

多余的？”在得到否定回答后，我得出：小白兔和萝卜“同样多”
的结论。 这样“同样多”这个概念就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被学

生接受了。此教学活动并没有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进而加深

了印象。这也符合新课改下要结合学生学习实际，积极开展情

境式教学模式的要求。

二、在“动”中教学

“玩是孩子的天性”，这是我们教师必须要直面的现实。在

小学低年级阶段，学生的自制力 比 较 差，他 们 在 课 堂 上 注 意

力只集中在 10-15 分 钟 之 间， 因 此 超 过 了 这 个 时 间 段 他 们

就容易开小差，容 易 出 现 问 题。 如 何 使 课 堂 秩 序 维 持 下 去，
教师就要在“动”上做文章。 这里的“动”并不是让学生乱动，
而是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有秩序的动。 例如， 在进行 10
的分解时，教师先按教科书 10 的分解指导第一组 10=（）+1，
把小棒分 成 两 堆 填 在 书 上， 其 余 的 让 学 生 自 己 仿 照 第 一 组

摆成两堆 把 数 字 填 在 书 上， 使 学 生 充 分 理 解 10 的 分 解，增

强了记忆力。 通过“动”使学生得到了适当的调节，学生在课

堂上就感 觉 有 具 体 的 事 儿 可 以 做 了， 这 样 就 能 够 调 动 起 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提 高 教 学 的 效 率，而 且 也 有 利 于 下 面 的 教

学。 当然，教师也 可 以 采 取 一 些 小 的 技 巧，比 如 说 适 当 延 长

学 生 听 的 时 间 ，慢 慢 帮 助 他 们 适 应 40 分 钟 的 课 时 ，这 也 是

学生良好习惯养成的过程。
三、在“游戏”中教学

学生都喜欢做游戏， 因此教师就可以充分利用学生这一

天性， 把一些能够让学生动手参与的学习内容设计成游戏活

动课， 让学生亲自去做， 在体验中来深化对于学习内容的认

识。 在游戏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玩得开心，还要让

学生在玩中学到数学知识。 例如，在巩固 9 加几的练习题时，
我让 8 名学生拿 0－8 的数字卡片一人一张，按卡片数字大小

顺序排成一排。教师拿有数字 9 的卡片，让学生按顺序用教师

卡片上的数字去加自己卡片上的数字，说出式子与得数，教师

并写在黑板上，得到：9+0=9，9+1=10，9+2=11……9+8=17。 完

成后我让 学 生 观 察 有 什 么 有 趣 得 联 系 以 及 规 律， 使 学 生 在

“玩”中巩固了知识。 这样的过程也能够使学生体验到数学学

习的价值和魅力， 从内心提升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 由此可

见，游戏式教学能够逐渐激发出学生主动学习的内驱力，提升

课堂教学的效果。
教学是一项艺术，也是一项充满智慧的工作。在小学低年

级阶段开展“特点”教学，能够让学生直接进入角色，让他们在

适合自己的教学中轻轻松松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的知识， 让他

们在愉悦的氛围中接受和吸收更多的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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