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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teachers themselves, 
the students’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level, the mathematics teaching materials, the concrete living environment, the Mathematics Cur-
riculum Standard and so on. Secondly,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some aspects of innovative classroom teaching with several examples. 
Finally, makes the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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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教学的创新是课堂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论文首先从教师自身、学生的认知结构与水平、数学教材、具体的生活环境、《数
学课程标准》等方面开始进行阐述，其次结合几个例子进行分析总结所要创新课堂教学考虑的几方面，最后再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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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教学历来百家争鸣，归根结底体现在课堂上。课堂

实效是教学的生命线，怎样提高课堂实效培养学生思维、怎

样为学生的终生学习打下基础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九年

一贯制学校，怎样在数学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学到本领，创新

课堂教学是十分的必要的，既能让学生建立健全人格，还能

培养其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论文结合笔者的教

学实践经验，浅谈笔者的个人体会。

2 把握现实，展望未来

笔者认为光有知识与经验是不够的，要不断地给自己充

电，要与时俱进，多学习一些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集百家

之所长。现在的教育动辄与国际接轨，怎样接轨我们一些专

家的说法也各有千秋。例如，德国，它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

起者，为什么他们的国家发展这么快，这就归功于教育，他

们的学前幼儿是不允许学习专业知识的，注重培养学生情商

和想象力。在中国，父母就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有的幼儿

园就把一年级课程学完了。例如，美国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再如，荷兰是一个田园国家，国家非常小，但他们教育非常

发达，他们注重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培养，学生没有任何压力。

还有以色列、日本等国家，他们的教育都得到世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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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要固步自封，“走出去”多学习他们的一些先

进的教育理念，择取适合我们学情的教育教学方法。

3 更新观念，合理创新利用教材

3.1 以生为本，以知启智

课堂创新、教学效率、效果是我们教师永远的追求。把

课堂还给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营造合

适的课堂氛围，体现民主，注重学生的兴趣培养。如果学生

失去了兴趣，教师讲的再好、知识性再强，都是失败的一节课。

爱玩好动是学生的天性，教师要利用这一天性培养学生的情

商，启迪他们的智慧。从笔者的教学实践中来看，凡是爱玩

的学生，他们的创造能力都非常强。在中小学数学课本上都

有实践活动课，在教师的引导下，往往就是这些学生给笔者

带来意外的惊喜。六年级数学有一个内容是《探索神奇莫比

乌斯带》，这一节课笔者完全放手交给学生去探索，结果那

些平时爱玩的学生完成的非常好。许多教师只注重教，而没

有考虑学生的原有认知结构、认知水平，忽视了学生的学，

没有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总是想按照自己的教学思想让学

生被动接受，对于学困生甚至有歧视思想，所以我们教师要

改变思想，真正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1]。  

3.2 研究课标，创新教材

要想提高课堂实效，教师要认真备课、精心设计，尽量

把课程讲的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保质保量。3 月 9 日在

电大听了黄校长的一节课很有感触，他在谈到课堂高效性时

对笔者很有启发。他谈到部分农村中小学教育大部分时间放

在语数上，常识课基本不上，这在农村是一个普遍现象。他

说这违背教育精神，桎梏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利于学生的

兴趣培养。数学课一周大纲规定是五节，可我们实际有十多

节，一个新内容甚至上几节，导致大量重复练习。若进入中学，

则很难适应，因为中学科目多，不可能有大量时间来练习某

一课程。这就要求我们教师研究课标，吃透大纲，吃透教材，

创新教材，按要求完成每一节课，为学生以后的发展开足开

齐课程，也为中学接轨做好准备，争取每节课都讲出精彩。

3.3 灵活引导，创新教法

课堂教学是我们教师职业的主战场，怎样打赢并立于不

败之地，这是我们教师深思的一个问题。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

同样的知识点不同教师有不同的教法。记得有一次听笔者同

事的公开课，讲课者是一位中青年教师，他的公开课讲的非

常生动，基本满堂灌，知识性非常强，但组织教学存在很大

问题。最后笔者给他的点评是：“表演非常到位，学生成了

观众，课堂成了你的载体。从始至终师生互动很少，最后学

生反馈也不理想，所以这节课不成功。”

教无定法的终极目标是让学生理解、会熟练应用，教学

活动没有刻意的固定方法。例如，单位换算这部分内容，学

生最难掌握，有的教师让学生机械背诵定律，笔者认为这种

方法不可取。教学时通过图形让学生理解平方、立方的含义，

如 1 平方米 =（  ）平方厘米，部分学生在总复习时一做就错，

大部分学生都是认为进率是 1000。如果教学时让学生理解 1

平方米的含义，即边长是一米的正方形面积，通过直观图，

把米换算成厘米为单位，1 米 =100 厘米，100x100=10000（平

方厘米），从而得出 1 平方米 =10000 平方厘米，学生即使

忘了也可以推导出，干嘛非得死记硬背呢！还如，中小学百

分数应用题教学，有从教十多年教师还是老方法，让学生机

械记忆三种模式，其实这部分内容教学，要让学生判断单位

1 的量，然后抓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量率”

对应为中心，以“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和“已知一

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为两个基本点，学生很

容易接受。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认真备课，探索教育教学方法。

4 以趣激智，提高素养

某地有一个实验中小学取消一、二年级数学课，一周一

节数学游戏课，让学生参与感悟数学与生活，他们教学思路

给笔者一启迪，数学是玩出来的，不是枯燥无味的题海战术。

笔者也是从教二十多年的老教师了，经历了多次的教育教学

改革，改革最后还是以学生为中心，怎样让学生善学、乐学，

这是我们课堂教学的灵魂。在这方面笔者颇有心得，笔者的

数学课都是玩和学相结合，在玩中去探索，学生都非常喜爱

笔者的数学课，笔者从不布置课外作业，知识点当堂消化。

有的家长不理解找笔者理论：“孩子回家玩，你为什么不布

置家庭作业？”笔者给他们解释：“3+4=7 学生都学会了，

你放学还让他抄十遍、二十遍，学生会有什么感受？肯定产

生厌学。”送走一个毕业班，然后从三年级接的这个班，第

一次摸底全班近一半的学生不及格，两极分化严重。笔者深

入学生，了解学情，发现相当一部分学生不爱学习，通过分

类测试发现学生的基础不是太差，于是笔者写出重点辅导学

生计划。首先从思想上改变学生学习态度，让他们找回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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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笔者分了几个数学兴趣小组，选出小组长，开展手拉手

活动，平时上课尽量少讲、精讲，把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

去交流、探索。作业也是小组订正，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没

有任何压力，在玩中轻松完成本节教学目标。这种教学模式

成效显著，每学期在镇举行的质量检测中，成绩都名列前茅，

所以笔者的教学理念是玩中学，学中玩，玩中求知 [2]。

5 巧设情境，彰显思维，培养爱国情操

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在这

个社会大家庭里面的世界是丰富多彩，有好的、有坏的。只

要我们要认真的筛选，讲究拿来主义，就能把最好的东西留

给学生。那我们怎样去选择呢？尤其重要，首先我们要明白

这个词“生活动态”。生活动态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最能

反映我们情感价值、古朴的民风的事情。我们已经既然明白

了生活动态是什么意思了，那下面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做了！

我们要导入好新课，必须要做好准备了解学生。那我们怎样

去了解学生呢？我们可以做这些：①家访；②问卷调查；③

访谈交流等。我们要了解的内容包括：当地的民风、文化；

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面貌、政治面貌等。下面我们看看一

个教学片断。

师：（出示一幅有蜡烛摆出的心形图）“5.12”大地震后，

市民为了表示对灾区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用蜡烛在地上摆了

一个图案，请大家看这是什么？……

师：对从上面看下去，蜡烛就像一个一个的点，这些点

连起来就组成了一个心形图案。

师：现在请大家在白纸上描一些点，边描边想象这些点

连起来像一个什么图形？要求这样的：白纸中间有一个点，

请在这些点的周围描一些点，周围的这些点要与中间这个点

距离 3 厘米。

生：（略）

师：描的点的个数不同，看起来的图形也就不同。这

样，老师再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请同学按照刚才的要求继

续描点。

生：（略）

师：刚才大家发言中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你们描的

点连起来看很像一个圆形，那能不能说成是一个圆呢？

生：我认为不能，因为这些点有很多空隙。

师：讲的很有道理，圆是一个封闭的图形，所以此时描

的点只能说是一个轮廓。那我再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你们

能不能肯定地说你们所描的点组成的就是一个圆呢？

……

从这个教学片段我们可以总结得到一些答案。首先给我

们的是一个情景是“5.12”这是一个特殊场景，（生活中的

动态）人们为什么会摆出心形图形？这说明人们都在为灾区

的人们祈福，让学生们去观察体会，我们是一个团结和睦的

大家庭，我们互助互爱，这是基于爱国主义的教育。这一点

案例中只是略微的讲了一点，没有放为重点。但笔者还认为

还不足的是既然是“5.12”这个情景，我们还应该交给学生

一些地震中的知识，对于突发事件笔者应该怎样处理，我们

怎样在地震中逃生等一系列的常识知识，用生活中的动态去

丰富了学生的内心世界。这些应该是情感方面的教育，下面

应该是知识方面的教育，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学生都会有好

奇心里，也就是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这么些点连起来会是什

么东西呢？（或许学生会画出不同的图形，历经坎坷，但给

了学生一个思维的锻炼过程）抓住了学生的内心，激起了学

生的求知欲……。在教学前老师肯定做过充分的准备，“5.12”

是中国发生的一个重大的事情，全国都牵挂这个地方四川。

例如，2020 年初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让学生对人

类自然灾害的认识，特别是中国对疫情的快速、有效控制，

接地气，让学生知道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为中国的伟大

复兴担一份责任，为人类生命共同体多思考，做大气的“人”。

6 结语

教学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学生、课标、教材、

生活环境而致力。教无止境，学无止境，贵在创新。在新课

程理念指导下，我们要不断探索，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创新

课堂教学，提高课堂实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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