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课程标准》指出:“培养学生的探索意识,使学生初步
学会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和方法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把
“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当做数学教学的一种基本形式,即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学数学,以解决问题的形式学数学,从而培养学
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为一名小学数学教师,
如何认识课程改革,增强自身素质,提高教学水平,以适新形势与
新要求,我认为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增兴趣，提升教学效率
激发学习兴趣是促进学生学好数学的保证, 是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的重要条件,它促使学生去追求知识的奥秘,使学生在良
好的动机驱使下全神贯注积极思考,把学习数学当作一种乐趣。
在教学中,老师如能注意一些细节,悉心捕捉学生的每一闪光点,
给予及时表扬与鼓励,这样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兴
趣。 数学课堂教学要培养学生兴趣,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要创造和谐的课堂气氛。 教师要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
理性,创设求知情趣,激发学生数学的内驱力。 如在导入新课中以设
疑提问、创设情境或有趣的故事、游戏等,在练习中竞赛、思辨、判
断、展疑等形式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激发学生创造潜能。

(2)�讲究课堂教学艺术。小学数学教学是一门科学,也同样是
一门艺术,它是富有情感性、形象性、独创性的特殊艺术。 教师要
善于将数学教学中的教育性和科学性,用艺术化的形式“传”诸
学生的感官,使之入耳、入脑、入心灵,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使学生主动、活泼地进行学习。

二、提素质，注重教学方法
有学问的教师应体现在书读得比一般的教师都要多, 对事

物的认识比一般的教师都要透。 没有什么事物能使他盲目相信,
对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独立或独到的看法。 因其有学问而具有某
种独特的气质或教学行为, 并且能为绝大多数学生和同事所认
同。 例如,关于“图形的放大或缩小”的一道试题：“在方格纸上将
下面左边的图形缩小为原来的 1/2,再把缩小后的图形的对称轴
画出来。 ”个别老师对这一试题提出质疑,认为试题指向不明确
“到底是把图形的边长缩小为原来的 1/2 呢?还是将图形的面积
缩小为原来的 1/2呢？要求不明确。 ”作为教师提出这一问题,我
认为显得有点浅了。“图形的放大或缩小”,它的属性是一种相似
变换,即只改变原来图形的大小,不改变原来图形的形状。放大或
缩小后的两个图形一定是相似形。 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是

“照本宣科”,止步于字面的认识和了解上,学生对这一知识点就
会缺乏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更谈不上形成相关的知识经验。 教
师应该通过这些具体教学素材的使用, 引导学生进一步认识和
理解“图形的放大或缩小”这一知识的内涵是大小变化而形状相
同。形状相同表明图形内角结构不发生变化，而一个几何图形的
大小改变，是源于制约这个图形大小的几何要素的改变。认识不
到这点对试题加以质疑，很难称得上“有学问的老师”。一个教师
如果没有厚积薄发的功底， 那么在教学过程中难于把教学目标
提升到促进学生有效发展上来。

三、重实践，狠抓教学方法
优先考虑选取教材中提供的学生熟悉的日常生活情景进行

加工或自己创设学生感兴趣的现实生活情景, 将学生感兴趣的
生活实践活动情景贯穿起来,编排成“情景串”。 这样可以将解决
问题与计算学习二者紧密结合, 让学生既经历计算知识与技能
的形成过程,又能把学到的计算知识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把应
用意识的培养贯穿于数学学习的全过程, 如第三册表内乘除法
的练习课中我是这样设计的: 星期天老师带领同学们到游乐园

去玩。情景一：出发前,班长清点人数。老师:我先请班长清点一下,
我们今天一共来了几组？ (8组)小朋友看一看每组有多少人？ (7
人)老师：板书,一共 8组,每组 7人。老师：谁能根据这两条信息提
出一个问题？ (一共有多少人？ )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情景二:开始
出发,如何租车？ 课件画面:停车场里有 8辆车,每辆车限坐 3 人。
情景三：来到游园门口,准备买票。 课件画面：游乐园门口,张贴有
游客须知及门票价格(每人 2元)。

在以上一连串相关的情景中,有明、暗两条线,明线是游览,暗
线是“观察画面,搜集信息———根据获取信息提出问题———合作
交流,计算解决问题”,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兴致勃勃,积极动
脑,热烈参与。在看似游玩的过程中,既巩固熟练了表内乘除法,又
培养了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节课,始终围绕“游览”
这一情景而展开,教师给学生创设了一个又一个的情景,引发一
环又一环的问题,为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索活动提供了一个有
效的平台,用心发现、用心思考,在跌宕起伏的情感中体验到自主
完成对知识的建构， 在真诚交流合作中体验到学习数学的乐趣,
促进学生的发展。

总之，教材为我们教学改革提供了极为方便而丰富的资源，
它系统有效地培养和开发了学生的智力。 让学生在数学知识形
成过程中掌握其规律、方法,引导学生由“学会”向“会学”发展。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流感
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易在
寒冷的冬季、春季流行，并具有传染性强、
发生突然、发病率高、传播迅速、流行面广
等特点。主要临床表现为鼻塞、流鼻涕、打
喷嚏、咽痛、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有时亦以
消化道症状为主，如腹泻、腹痛、呕吐等。
流感多伴有全身症状，如高热（体温可高
达 39-4l℃）、发冷、四肢酸痛、头痛等。 小
儿由于机体抵抗力较弱， 体温调节功能
差，对寒冷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低，因此
易患流感。小儿流感如得不到及时治疗或
护理不当，可引起肺炎、脑炎、心肌炎等并
发症。 因此，家长们应特别注意宝宝的变
化。

目前对流感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因
此只能从预防入手。

一、远离闹区，增强宝宝免疫力。
家长平时应留意相关部门对流感流

行趋势所做的预测，并随气温变化及时为
孩子增减衣服，以避免孩子因外感风寒而
诱发流感；让孩子多到户外活动，多晒太
阳，以增强其抵抗力；在流感流行期间，尽
量避免带孩子去商场、剧院等人群拥挤的
场所。

二、多食六宝，有效防止流感病毒。
宝宝要防病，重点还是平时做到营养

均衡，提高身体免疫力。 水果、蔬菜、粗粮
一个都不能少。 最好选富含维 C的蔬菜，
如西兰花、番茄等，多吃苹果、葡萄、胡萝
卜等。另外，粗粮应占每日主食的一半，以
免缺乏维生素 B导致免疫力下降。少吃高
油脂、高糖食物。 多吃以下几种食物：

1、大蒜：新鲜蒜泥中含有大量活性物
质大蒜素，可以杀死感冒病毒。 大蒜粥能
保健抗病，大蒜粥对大人、小孩(六个月以
上宝宝)都适用。 大蒜中含有的大蒜素有
很强的杀菌作用，人一天生吃两瓣蒜就能
发挥大蒜保健抗病的最佳效果。制作大蒜
粥只需将大蒜和米一起煮熟。给孩子煮大
蒜粥时要注意，6 到 12 个月的宝宝每天
吃两瓣，1 到 3 岁的宝宝每天吃四瓣，3 到
12�岁的每天吃六瓣。

2、菌类：菌类营养价值丰富，可增强
人体免疫力。 可以把菌类做菜或汤，一些
常见的菌类食物还可以随意与肉类搭配，
炖鸡、炒鱿鱼、炒肉丝。 需要注意的是，由
于菌类可能带有有害物质，因此食用前最
好先用开水烫，去除有害物质。

3、香蕉：香蕉所含的丰富维生素 B6

有助于抗击炎症，提高免疫力。 香蕉与燕
麦片等全谷食物一起食用，是抗感冒病毒
的“双保险”。

4、辣椒：辣椒中的活性物质辣椒素具
有稀释鼻黏液的功效，进而有助打通感冒
导致的鼻塞，使呼吸更顺畅，有益感冒痊
愈。 另外，辣椒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可增
强抵抗力，有效防治感冒。 烧汤或者做菜
都可以撒点辣椒粉。

5、红薯：红薯是 β 胡萝卜素的最佳
食物来源， 有助于人体制造足够的白血
球，抗击感冒病毒侵入导致的感染。 红薯
吃法多样，可以蒸、烤、或者打成红薯泥。

6、谷物杂粮：燕麦、全麦面包等全谷
食物中所含的锌对免疫系统十分关键。 全
麦面条、糙米饭都是不错的食物。

三、注意观察，及时发现流感症状。
孩子一旦患上流感，家长应抓紧为其

治疗，并让其多休息，多饮水，多摄取富含
维生素 c 类的水果、蔬菜及瘦肉、鱼、大豆
制品等富含氨基酸的、易消化的食物。 对
伴有高热的患儿可进行药物或物理降温，
也可让其服用板兰根、贯众、葛根等中草
药煎剂。 居室要加强通风换气，并定期用
食醋熏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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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之我见 《化学课程标准(实验)》认为：开展科
学探究活动既是一种学习方式， 又是学
习内容，也是学习目标，我们遵循“以学
生为本，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的课改理
念，围绕“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将科学探究
过程融于“教”与“学 " 的全过程，让学生
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促进学生知识、
能力与态度的和谐发展。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
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基于这一思想，
探究性教学必须构建和优化课堂教学的
探究氛围， 通过探究的过程培养科学的
态度，获得科学方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
终身学习的意志和能力。

一、开发实验创设情境,发现问题
化学实验中各种生动鲜明的化学现

象能激起学生强烈的兴趣和求知欲。 教
学实例：在讲解铝单质的化学性质时，在
一铝制的易拉罐内充满 CO2 气体， 然后
往罐内注入适量的 NaOH 溶液， 立即用
胶布将罐口密封， 反应一段时间后可能
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首先，易拉罐“内凹
变瘪”，接着“瘪了的罐重新又鼓起来”。
对于这些现象学生首先产生好奇， 进而
思考并分析，不难得出：这是因为容器本
身———铝与氢氧化钠溶液也会发生化学
反应产生气体的缘故。

化学来源于生活， 化学教材的内容
也与生活实际紧密联系。 在课堂中通过
讲述生活故事或者提出学生感兴趣的生
活问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创设
贴近学生生活的教学情境。 例如，钢铁是
使用最广泛的金属材料， 然而无论什么
地方，钢铁都存在着被腐蚀的现象。

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创设问题情
境， 教师在设计问题要考虑学生的现有
水平,最能有效地驱使有目的探索。 使学生们带着渴求的
心理探索其中的原因。

借助信息技术设仿真的环境，创设丰富的画面形象，
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效果，调动学生的形象思维，创设
课堂教学活泼情境，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二、把握过程设计实验，分析推理
引导学生开展分析推理和实验验证， 是搞好探究性

课堂教学的关键环节。在化学探究性教学中，开展化学实
验和组织分析是开展问题探究的两个主要途径。

设计实验， 促进探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利用化学学科优势，引导学生设计实验方案，检查认
识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是化学探究的重要方法。例如，在前
述浓硫酸与金属铝作用的实验中， 有的学生依据无明显
现象认为铝与浓硫酸不反应； 有的学生认为可能发生反
应，只是现象不明显。 为了解决铝与浓硫酸的问题，教师
引导学生设计出多种实验方案。 学生选择将铝片投到稀
硫酸的方法进行实验，结果无氢气产生，得出铝与浓硫酸
发生了化学反应的结论。接着又会产生一系列问题：铝与
浓硫酸怎么反应的？浓硫酸中什么元素被还原？教师继续
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并设计探究实验方案：将铝片与浓硫
酸加热， 用品红溶液和硝酸铅溶液检验， 证实有 SO2 产
生，最终得出浓硫酸中硫元素表现了氧化性的结论。

分析推理，深化探究。分析推理是科学探究的重要方
法。在化学探究性教学中，有些问题无法利用实验方法解
决，必须组织学生开展讨论，分析推理以获得共识。例如，
在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中， 学生采用的观察法基
于质量守恒定律，由于反应式中 H、O原子个数无法同时
确定，因此造成了思维障碍。 此时教师可引导学生思考，
在氧化还原反应中，还有什么守恒关系可以利用？学生通
过分析和讨论， 很容易发现氧化还原反应存在得失电子
守恒关系，即存在“化合价升降总数相等”这一重要的规
律，学生将此规律应用于配平上，则较顺利地完成了方程
式配平的任务。在此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总结出配平氧
化还原方程式的原则、步骤及注意事项，从而顺利掌握这
一配平方法。

三、洞察内涵总结内化，拓展应用
总结内化、 拓展应用是巩固发展科学探究成果的重

要步骤。 在学生通过分析讨论和实验探究获得新知的基
础上，教师应因势利导组织学生进行探究活动小结。

要引导学生将探究中获得的各类新知进行总结归
纳，要求用简练的语言或图表加以整理和重组，使知识系
统化、条理化和简约化。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教师还要引
导学生对思维方法和学习方法进行小结。要让学生通过
小结逐渐掌握化学研究中常用的类比分析、 归纳演绎、
逻辑推理、假设推断、实验验证等方法，理解实践检验真
理、本质决定表象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培养在科学
探究中严谨求是、团结合作的意识。 最后还要安排适当
数量具有针对性的练习，帮助学生进一步巩固探究性学
习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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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助宝宝远离流感
湖南省儿童医院呼吸一科 曹慧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