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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duc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social situation,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objectives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have also been adjusted accordingly, especially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reduction policy, how to effectively 
optimize	and	adjust	the	teaching	method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s	a	great	concern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in primary school. This paper also focuses on this point, mainly from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the	teaching	principles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diversified	teaching	means	of	the	application	and	
other perspectives. Hope that through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is paper can provide more reference and help for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make the effectiv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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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的教育形势和社会形势下，小学阶段数学课程的教学方式、目标等也相应做出了调整，尤其是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
如何对小学数学教学方法手段做出有效优化和调整实现提质增效是小学数学教师们十分关注的问题，论文也将目光集中于
此，主要从小学数学教学的现存问题和双减政策下小学数学教学的教学原则及多元化教学手段应用等多个角度展开论述。
希望通过论文的探讨和分析可以为小学数学教师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帮助，对数学教学做出有效优化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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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双减政策的颁布对小学数学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指

出了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需要通过教学方法的优化和调

整促进学生思维和能力的发展，进而达到提质增效的核心目

标，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和保障，这时有效优

化教学方法、通过多元化教学手段开展教学是十分必要的，

在分析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数学多元化教学手段应用路径

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小学数学教学的现存问题及双减政策下

小学数学教学的教学原则。

2�小学数学教学的现存问题

就现阶段来看小学数学教学仍旧存在如下几点问题：

首先，从教师的角度来分析，大多数教师在教学展开的过程

中所采用的教学方法较为单一，多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课

堂教学以教师为主导，密集传授理论，这带来的直接影响就

是课堂氛围较为低沉，且因为是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很容易

导致学生在课堂中锻炼的平台和实践的机会相对较少，因此

学生的能力素养发展相对较慢，知识迁移能力相对较低。

其次，从数学的学科特质来看，尽管小学数学中所传

授的知识多是较为基础、较为简单的数学知识，但是不能否

认的是以小学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来看，数学知识对

于大多数小学学生而言仍旧是较为抽象且难以理解的，这就

导致学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会面临着重重问题，加之小学

学生缺乏社会阅历，其情绪消解能力和平衡能力又相对偏

弱，在反复受挫中学生很容易会对数学学习丧失自信，甚至

产生较强的抵触心理。

最后，从小学学生的角度来分析，大多数小学学生并

没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影响了学习效率，且小学学生对

于世界生活充满了好奇心，因此注意力往往难以长时间集

中，在课堂学习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溜号、走神等相应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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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导致了很多学生在课堂知识学习的

过程中对于知识概念的理解不透彻，理解尚且不到位，更不

必提运用所学习到的知识概念来解决实际问题。

3�双减政策下小学数学教学的教学原则

首先，教师在数学教学中应当秉承着学生主体原则，

双减政策中反复强调学生始终是教育的主体，教师一切教学

方法的选择、教学内容的确定都需要以学生为中心，因此教

师在数学教学的过程中需要从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需求以

及学生常见的学习问题出发对教学手段策略做出有效优化

和调整，确保教学的针对性与科学性，突出学生在课堂中的

主体地位，强化学生的学习体验。

其次，教师需要秉承着兴趣开发原则，想要实现双减

政策提质增效的核心目标，教师就需要认识到兴趣开发的重

要性，兴趣开发是学生能否学好一门课程的重要基石，只有

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才会主动

地去探索、去分析，进而不断地发展思维和能力，达到双减

政策提质增效的核心目标。同时，当学生对于某一学科产生

了较高兴趣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负担和压力也会有效降

低，这也符合于双减政策中减负增效的核心目标。因此教师

需要通过教学手段的优化和调整开发学生的学科学习兴趣，

让数学学习对于学生而言不再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学习任务，

而是极具趣味性的探索活动，为学生的数学学习提供内驱

动力。

最后，教师在数学教学展开的过程中应当秉承着能力

优先的原则，即通过教学工作的开展让学生的学科思维和学

习能力得到充分培养，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学习问

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真正地强化了学生的思维

和能力，学生在数学学习上的效率和质量才会得到明显提

升，教师需要从数学学科的学科特质、小学学生的认知规律

和发展需求等多个维度来展开分析，更好地促进学生的思维

能力发展 [1]。

4�双减政策下小学数学教学的多元化手段应用

4.1�构建教学情境强化知识理解
情境教学是小学数学教学中较为常用的一种教学手段，

这既符合小学学生的认知规律也符合小学数学学科特质。小

学学生正处于具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关键阶段，因此数

学知识对于小学生而言往往过于抽象，这也是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情境化教学的应用则可以较好地解

决这一问题，教师可以通过具象化情境的构建让学生在数学

学习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对应的概念知识。

例如，在讲述面积这章节知识时，教师就可以在课堂

教学中通过视频资源、音频资源的融入让学生们对于面积这

一概念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之上带领学生们在具体

的情境下计算面积。如教师可以播放操场的图片，然后明确

操场的长和宽，让学生们计算一下操场的面积是多少等。通

过这种方式让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得以有效提升 [2]。

教师在情境教学法应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

题：首先，教师需要注意的则是情境构建的方向。一般而言，

为了更好地强化学生知识理解，教师在情境构建的过程中需

要在立足课本知识的基础之上引入生活化情境，例如在面积

这一单元知识讲解时，教师就可以从校园面积、家里卧室面

积等多个角度出发，让学生们能够有更加直观的印象，为学

生的知识理解和认识提供更多的助力。此外，教师在情境构

建的过程中也可以学生兴趣为出发点设计动漫情景，这也有

助于集中学生注意力，进而提高课堂效率。其次，从情境构

建方法的角度来分析，一般情况下教师的情景构建方法多是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相应现代化技术的技术优

势，通过视频资源、音频资源和图片资源的播放构建教学情

境。最后，教师也可以通过小组合作表演的方式，让学生们

以小组为单位设计一个情景剧，再现某一问题的情境，这也

可以较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结合实际情况来明确情境构建方法。

4.2�小组合作探究培养能力思维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如何通过教学来提高学生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建构学科素养，是教师必须引起

关注和重视的一项内容，而小组合作探究式教学的融入则可

以较好地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小组合作探究的过程也是

思想交锋、观念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会交换观

点看法，就某一特定问题、任务展开深入分析，在沟通交流

的过程中，学习对方在问题分析解决时的思路、方法，进而

在相互学习下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另一方面，小组合作

探究是以某一特定任务的问题为中心展开的，在探究的过程

中学生的思维和能力会得到充分的锻炼。此外，相较于传统

教学模式学生们也可以通过合作探究的方式深化对于概念

知识的理解，进而为问题解决提供更多的助力，教师可以结

合教学内容科学设计小组合作探究任务让学生们在合作探

究中快速成长 [3]。

例如，在简述简易方程这章节知识时教师就可以设计

一个情境类任务，让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分析一下如何利用

简易方程来对问题进行有效解决，但是教师在小组合作探究

式教学展开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其一，教师需

要注意小组的合理化划分，这是小组合作探究式教学发挥其

优势和影响的重要基础，教师应当秉承着均衡性原则科学划

分小组，确保小组之间综合实力相当，可以先根据学生的课

堂表现、学习成绩将学生们划分为基础层、普通层和提升层

三个层次，在此基础之上，确保每一个小组中不同层次学生

数量基本相同，这可以有效避免个别小组遥遥领先而个别小

组持续垫底，进而导致遥遥领先的小组产生骄傲自满的心

态，持续垫底的小组消极懒散，影响合作探究质量，导致学

生不愿意投入到探究当中。其二，教师需要引入竞赛机制，

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利用小学学生好胜心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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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学龄特质。例如某一个小组如果能够用最短的时间

解决问题，则可以为小组积累一分，凑够五分可以为小组每

名同学颁发一个小红花，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在合作探究的

过程中探究兴趣再上一个台阶，进而在不断探究中发展思维 

能力 [4]。

4.3�微课教学突出教学重点核心
很多小学学生在数学学习上多采用题海战术，这也就

导致了虽然学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学生在成长

和收获却微乎其微，尤其是大多数学生无论是在做题还是在

复习上都缺乏科学的学习方法，降低了学习效率，长此以往

很容易被打击学生自信，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则可

以引入微课教学，为学生提供学习方法的指导，深化学生

理解。

微课教学视频也是现阶段小学数学教学中较为常用的

一种教学手段，以短小精悍著称，可以通过 5~10min 左右

的时间深入剖析某一知识点，同时 5~10min 的视频时长也

不会占用过多的课堂时间，可以让课堂教学任务能够顺利完

成，配合教师的适当引导可以让教学中的重难点知识有效凸

显出来，为学生的课后预习提供更多的帮助，让学生在课后

复习的过程中更有侧重点，提高学生的复习效率，进而促进

学生学科素养和学习能力的不断发展，实现双减政策减负增

效的核心目标 [5]。

例如，在讲述平行四边形与梯形这节课的时候，教师

就可以通过微视频教学资源让学生们分析一下三角形、平行

四边形和梯形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平行四边形和梯形之间

的联系，并且通过微课视频更加生动地展示如何做好图形切

割来使平行四边形和梯形之间的关系更加鲜明，进而强化学

生知识概念的理解。但是，教师在微课教学视频应用的过程

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微课教学视频应用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可以有效

地突出教学中的重点知识和难点知识，为学生的学习侧重点

调整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帮助，但是如果微课视频引入过多，

一方面很容易会引发学生的审美疲劳，降低学生的学习兴

趣。另一方面也无法有效突出重难点知识，因此教师需要控

制微课视频的引入频次，一般而言每堂课引入 1~2 个微课视

频即可，只有这样才可以充分发挥微课视频的优势和价值。

第二，教师在微课视频融入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微课视频不能

完全取代教师讲解，在微课视频播放以后还需要教师的适当

引导来深化学生的理解和认识。

4.4�绘制思维导图重拾学习兴趣
双减政策下教师更为关注学生思维和能力的发展，而

大多数学生眼中小学数学知识是较为零散杂乱的，学生只能

采用死记硬背的方法，这也会导致学生记忆压力增加，同时

也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而绘制思维导图的教学方法应用

则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教师需要立足于小学教学大

纲，从更加整体和全局的角度带领学生们绘制思维导图，进

而帮助学生们更好地明确不同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

互关系 [6]。

例如，较为典型的则是教师在小数加减法讲解的过程

中可以引入思维导图，让学生们分析一下整数加减法的运算

规则和小数加减法的运作规则，分析一下两者之间的联系，

在此基础之上教师可以做出适当的引导和延伸，让学生们回

忆一下整数乘除法的运算法则，并推测分析一下小数乘除法

的运算法则，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将分数加减法运算法则融

入其中。通过这种方式以加减乘除运算法则为核心和主线，

串联不同知识点，让学生们在更好地理解新知识、新概念的

基础之上复习已经学习过的知识，并且将知识梳理成体系，

提高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

5�结语

双减政策下如何运用多元化教学手段在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的同时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实现减负增效的核心目

标是教师必须引起关注和重视的一项内容，教师可以通过思

维导图、微课教学视频、小组合作探究式教学、情境化教学

等多种教学方法的有效应用灵活开展教学，让学生在课堂学

习的过程中收获更多、成长更多，帮助学生更快更好地建立

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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