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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课改进程的不断深入，无论是课程理念、课堂模式，还是教学方法，都发生了极

大地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新课改下对于学生的培养需求。因此，教师应当不断创新自

己的教学方法，才能做到与时俱进。本文主是探讨在新课改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学方法的创新要求与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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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新课标中提出:“数学教学活动应激发学生兴趣, 调动学生积极性, 引发学生的数学思

考, 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如今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培养出当代国家需求的人才，因此，教

师不能再固步自守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是应该大胆的进行创新，通过更加合理的，高效的新的教

学模式，来更好地达到教学目标，完成教育的根本任务。以下是对于教师教学方法创新的一些探究。

    一.创新要求

    (1)培养学生兴趣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动力，也是学生想要真正学好数学的基本条件。在传统教学模式中，老师侧重

的是数学知识，解题技巧的传授，往往忽略了对于学生数学兴趣的培养，并且由于数学这门学科本

来就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以及严谨细致的思维方式，如果学生没有对

于数学的真正热爱，数学学习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种相对枯燥无趣的学习过程。因此，在新课改的背

景下，培养学生对于数学的兴趣是指更重要的。例如在学习人教版小学数学三年级上册《倍的认识》时

可以让学生自主探讨倍和乘除的关系，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转变学生学习思维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教育体制由“应试教育”不断地向“素质教育”转变，因此，

在新课改的背景下，为满足素质教育的需求，学生的学习思维也需要完成以下三点转变：

①由传统的“要我学习”向“我要学习”转变

②由传统的“学习知识为主”向“学习学习的方法为主”转变

③由传统的“教师为学习对象”向“每个人都是学习对象”转变

小学生的思维认知正处于成长发展中，尚未定型，因此，小学是教师转变学生传统思维方式的

黄金时期。学生只有在小学时将传统的思维转变成更加合理的并且符合时代需求的思维方式，才能养

成更好的学习习惯，形成更理性的认知态度，拥有更加开阔的人生方向。

    (3)开拓学生数学视野

正所谓“数学是科学的皇后”，在科学水平日新月异的今天，时代越来越需求高顶尖的数学人

才，而这种人才不仅需要丰富的数学知识，扎实的理论功底，更需要开拓的眼界，洞悉时代发展的



先见。但是在传统教育体制下，教师告诉你的是要学什么，却很少告诉你学数学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

及应用，这使许多学生生出“数学无用论”的错误认知，因此难以培养出时代需要的高端数学人才。

所以教师应当开拓学生的数学视野，让学生认识到学习数学的实用性、趣味性，才能激发出他们学习

数学的积极性，让学生认识到学习数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而是一种提高自己文化素养，为

更广阔的未来打好基础的途径。

    二.创新方法

    (1)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孔子在2500年前就已经提出“因材施教” 的教学理念，但是在如今的“大班”的授课方式下，

追求的是整齐划一，对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极少关注，更是难以做到“因材施教”。教育不能追求整齐

划一, 不能只关注少数的人, 我们的教育应面向每一个学生, 要体现教育的公平与民主，并且在如

今社会文化氛围中，小学生越来越追求自我个性，传统的“一锅炖”教学方式无法激起他们对于个

性追求的共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压制学生天性的发展。因此，教师应当将授课的重点落在关注学

生独特个性的发展上, 承认每一个学生发展的具体性和特殊性, , 而且允许并提倡学生在学习中保

留、发扬他的个性，例如，在学习人教版小学数学三年级上册《长方形和正方形》时，这位学生喜欢图

形，教师可以适当向他教授一些立体几何，在学习人教版小学数学三年级下册《复式统计表》时，另

一位学生喜欢统计，教师就可以告诉他一些统计学原理和应用，使每位学生有自己喜欢和擅长的地

方，才能提高学生对于数学的兴趣，提高学生的数学水平。

    (2)突破学科界限

传统的数学教学过分强调学科本位，讲究数学是数学，语文是语文，即使是物理、化学这种和数

学关系密切的学科，学生也只是知道与数学有联系，但不知道如何穿插应用。因此学生会感觉门类过

多，无法将所学的各科知识有机的整合在一起。因此，教师应当重视课程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

打破各科知识的壁垒, 将学科内部的知识作重组与穿插, 融会贯通各科知识，帮助学生到认识完整

的世界图景, 健全的知识体系，紧密的学科联系，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

如，在学习人教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上册《认识负数》时，老师可以讲解一些发现负数的历史过程以及

负数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影响等。况且，现在世界各国在新世纪教育行动纲领中, 都把培养通用型人

才作为首要教育目标，在中国如今新课改的背景下，培养拥有综合知识，能够借鉴其他领域来发展

数学的数学顶尖人才才是我们数学教学的最终目的。需要说明得是，这种学科的穿插和融合，不仅不

会给学生带来学习压力，恰恰相反，会减轻学生学习的总任务量，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记忆，同时

还能增强学习的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转变课堂主体，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

自古以来，中国的课堂教学模式向来是“教师讲，学生听”，我们不可否认这种课堂教学模式

对于学生学习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新课改的背景下，这种课堂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对于学生

自主思考能力和独立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我们需要转变课堂主体，由以老师为主体转变为以学



生为主体。例如，在学习人教版小学数学五年级上册《多边形面积的计算》时，可以让学生自己通过分

割法等用长方形、三角形的面积公式来推导多边形的面积公式。在这种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主要担

当引导者的角色，负责引导学生思考的角度和方向而不是直接将结果灌输给学生，只有当学生在某

个难点卡住时，再水到渠成般提供适当的帮助，帮助学生明悟；而学生作为课题的主体时，也能够

更加自由的思考和表达，通过小组讨论等形成自己独有的思维进程，从而深刻的记忆所学知识，也

深刻地理解而不是机械的记忆数学知识点。通过转变课堂主体，一方面可以减轻教师的任务量，另一

方面也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从而更好地完成数学教学任务。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新课改进程的不断深入，我们应当对传统的课程理念、课堂模式，还有教学方法

进行合理的摒弃，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同时，还需要教师大胆的创新，自由平等的与学生交流，

尤其是小学数学这种难度相对较大的学科，需要学生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更是需要提高学生学

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不断创新，使小学数学教育更加地合理化、民主化、开放化，才能培养出国家希望

的、时代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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