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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lassroom learning efficiency, requires teachers to 

combine the new situation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gnitive regularity, 

and on this basis, in the teaching goal,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reduction knowledge forms of life, to find life thinking and mathematical thinking on 

the node, targeted,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only in this way can our mathematics 

teaching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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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小学课堂学习效率，要求教师结合新形势探索学生认知的发

展规律，并以此为依据，在制定教学目标、有效交流和参与、还原知识的生命

形态、寻找生活思维与数学思维的节点上做文章，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只有

这样我们的数学教学才会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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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是学生在教师的组织、指导和帮助下，继承人类知识财富，开发

智能，完善人格，提高综合素质的主渠道。课堂教学提倡有效教学，而有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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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则是指在单位时间内教师完成较多的教学任务，使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并

切实提高学生实际运用能力的教学。根据教学实践，笔者谈谈几点体会和做法。

1  根据学生个体差异制定目标

现代学习论指出，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才是有效教学的根本目的，也是

衡量教学活动有效性的唯一标准。由于“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独特的、独一无

二的世界”，因此，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既要有整体性，使学生和谐、全

面发展，又要让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得到不同层次的发展。在教学进度、时间

都一定的情况下，面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可以设置不同层次的教学目标来组织

教学。

如学习“分数化小数”时，可设计三层目标：第一层，能正确判断怎样的

分数可化成有限小数；能努力参与数学活动，提高学习积极性。第二层，能在

探究“怎样的分数能化成有限小数”的过程中，归纳出怎样的分数能化成有限

小数的过程。第三层，能利用猜想、观察、分析等方法，了解数学的归纳思想、

分类思想等。

2  组织有效的交流，提升情感与认识的有效参与

有效交流、有效参与，注重在“有效”上。这种“有效”表现在：（1）在

展示体验中激发交际欲望；（2）在交流体验中分享表达乐趣；（3）在自说体

验中感悟数学之理。

有这样一个案例，教学三位数中间有 0 的退位减法时，学生出现了如下几

种答案：506- 348=68、506- 348=168、506- 348=158。我及时组织学生进行交流，

谈谈自己的想法。

生 1：个位 6 减 8 不够，就从十位退，十位没有数，就从百位退，个位变成 

16 减 8 得 8，十位从百位退 1 后就是 10 减 4 得 6，而百位因为退了两次 1，变

成了减 3 得 0，所以得数 68。

生 2：个位 6 不够减 8，就从十位退，十位没有数，就从百位退，个位变

成 16 减 8 得 8，十位变成 10 减 4 得 6，百位退了 1，变成 4 减 3 得 1，得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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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生 3：我觉得上面两种算法都不对，如果百位退 1，在个位应该当作 100。

个位不够减，需要从十位借 1，十位就要少 1，不能当作 10 减。所以两个答案

都不对。可以这样算：个位 6 减 8 不够，就从十位借 1，十位为 0，无法借，就

从百位借 1，先在十位当作 10，十位再退 1 给个位，这样个位是 16 减 8 得 8，

而十位剩下 9，9 减 4 得 5，而百位退 1 后是 4，4 减 3 得 1，所以最后答案是 

158。

在交流验算方法的过程中，当学生错误的思路或方法需要改变时，怎么办？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展示他们的思维过程，让大家正视它，然后运用已有的认知，

在互动交流中促进学生情感与认知的有效参与，相互理解，相互启发。

3  还原知识的生命形态

知识一般都是他人生命实践的结果。小学数学教学，不仅要让学生学习外

在于自己的符号化知识和显性化经验，更要让学生用特殊的方式认识和体验人

类创造知识的生动过程，使学生与生产知识的人和历史进行对话，从而把他人

生命实践的结果转化为自己生命实践的体验，把他人生命实践中的经验和智慧，

通过自己的体悟和践行，转化为自己生命成长的重要资源和精神能量。唯有如此，

才有可能在教学中实现知识对学生而言的由“外”向“内”的真正转化。

以“圆的初步认识”为例，来还原知识的“生命形态”：第一环节，感悟

画圆原理，形成圆的核心概念（如：在不同情境中画圆，感悟事实，积累体验）；

第二环节，运用画圆原理，创造画圆的工具（如：图钉，绳子等）；第三环节，

理解圆心和半径的作用，认识圆的基本性质等。

4  寻找生活思维与数学思维的节点

人学习数学是从生活经验开始的，并于生活中养成了生活思维的习惯。在

他们学习数学，需要养成数学思维习惯的时候，却仍然保留着生活思维。这时，

教师的任务就是通过与学生对话去找寻那个节点。

课堂教学中，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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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每天吃两个大饼，5 天吃几个大饼？”我问。

“老师，我早上不吃大饼的。”他答道。

“那你吃什么的？”

“我经常吃粽子。”

“好，那你每天吃两个粽子，5 天吃几个粽子？”

“老师，我一天根本吃不下两个粽子。”

“那你能吃几个粽子？”

“吃半个就可以了。”

“好，那你每天吃半个（小数乘法没学）粽子，5 天吃几个粽子？”

“两个半。”

“怎么算出来的？”

“两天一个，5 天两个半。”

这位学生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他的生活思维上：他关注的是材料

的合理性，而未进行数学思维——将材料抽象为一个 “量”，从而进行形式化

的演绎思考。找寻到了这个节点，我们做到了《圣经》上说的“治一个人的病，

先抚摸他的心”，我们的课堂教学就会对症下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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