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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学学科极具理论性，不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并且目前我国小学数学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因此，应采
取“培优补差”策略，缩短学生之间的差距，遵循“因材施教”原
则和“由浅入深”原则，提高小学数学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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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国小学数学的学习中，学生存在两极分化现
象，受到学生自身的身心发展阶段的顺序性和差异性、教师的
教学手段和方法等多方面的影响，更多的学生是以“要我学”
的心态在进行学习。而在素质教育的理念下，教师应该秉承着
“教育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
础”的宗旨，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从“要我学”变成“我
要学”。

数学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
所面临的学习需求有所不同，选择恰当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教
学方法来引导学生，向学生传授知识。为了避免在小学高年级
的数学学习中出现两极分化现象，教师应该合理地进行学习
安排，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培优
补差”。

一、缩短学生之间的差距
学生对知识的摄取程度是不同的，在同一个课堂上他们

的学习方法也存在差异，更何况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教学风格
并不适合于每一位学生。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些学生不
能快速、及时地掌握知识点，从而使得学生的基础构建就有所
不同，久而久之，部分学生的基础就会变得薄弱，让他们没有
能力去吸收新增的知识点，如果此时没有人能帮助他们解决
目前的困难，他们就会慢慢地失去学习的兴趣，形成一个恶性
循环。

由此可见，此时教师应该及时地发现这一问题，了解他们
的想法并予以正确的引导和教育，耐心地帮助他们弥补落下
的功课，或者可以鼓励班级上学习好且热心的同学帮助他们
学习，而不是对他们视而不见，一味地责备他们的学习态度或
是学习能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中，多多关注学生之间身心
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同时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对相对
落后的学生给予及时有效的帮助，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和互帮互助的学习精神，让学生的整体水平得到提高。

二、遵循“因材施教”原则
当教师注意到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时，应该分

析到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针对学生的特点安排自己的教学
方法、教学风格和教学进度。

在班级授课中，教师可以采取苏格拉底的“产婆术”的教
学方式进行讲解，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并尽量让每个学生
都积极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在

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教学方式能增加思维灵活的学生的自信，
也能带动思维相对固定的学生积极思考，学生也就可以知道
自己的思维和他人的思维的差距在何处，尝试着改变自己的
思维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另外，教师可以在进行一段时间的新知识的讲授后，安排
一两节习题课。习题课的目的是检验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
度，也是为教师对自己的教学成果予以反思提供参考。习题课
上，教师给固定的时间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训练，时间结束
后，鼓励学生自己讲题，这样既可以提醒学生关注学习质量，
也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教师可以让平时学习成绩相对落后
的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回答相对简单和基础的题目，通过他们
的回答来掌握他们对知识点的学习情况，也起到了督促他们
在课后多多复习、主动学习的效果；让平时成绩相对较好的学
生阐述自己对有一些难度的题目的思考，这样可以增加他们
的积极性，对他们的思维也有一定的培养作用，当然也要兼顾
到相对落后的学生的参与程度。

两种教学相结合，就能从“因材施教”的角度出发，切实结
合学生自身的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活动，达到“培优补
差”的教学目的。

三、遵循“由浅入深”原则
其实，“培优补差”策略的时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教

师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努力实现“功在课前，效在课上，成
果巩固在课后”的原则。在备课方面，教师应该尽量做到教和
练有效地结合起来，布置的课堂作业和课后练习是有层次的，
是由浅入深的———“必做题”（基础题）、“选做题”（中等题）、
“思考题”（拓展题）。

基础题主要是让所有学生夯实基础的，中等题是督促相
对落后的学生进行进一步的学习的，也是让相对靠前的学生
不要掉以轻心的，拓展题则是训练学生思维的。“由浅入深”的
教学方式是一种训练海豚的训练方式，它能让学生感受到学
习带给他们的成就感，也能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尚能提升的空
间。这样既能充分满足不同学习能力学生的学习需要，也能促
进学生主动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信心，还能有效地实现
“培优补差”的教学策略。

综上所述，“培优补差”策略的实践主要是要关注学生自
身之间的差异，选取适合的教学手段进行有效地教学，既不让
后进生感到自卑，也不让优生骄傲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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