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全面推进，新数学课程
标准中把“兴趣、情感、态度、价值观”摆在相当重
要的位置，所以小学数学教师为达到预设的教学
目的， 有必要根据小学生的智力特点和成长天
性，采取一些学生愿意接受的教学方式提升课堂
教学的趣味性，从而提高小学数学教学质量。 现
结合本人的学习和教学实践谈几点看法：

一、讲故事引趣
儿童爱听故事是天性，故事能吸引其注意

力。 对小学生而言，故事的选取和使用时间都
应把握好度。 首先，选取的故事应和所教授的
内容有联系，能为教学铺垫，使教学效果升华。
其次，讲故事要把握好时间。 若故事的内容是
为了知识迁移可放在课前或课中， 放在课前
时，能吸引学生注意力，放在课中，能起到知识
迁移和缓解上课疲劳的作用。若故事内容是让
学生懂得一种精神则应放在最后，给予学生足
够的时间在课后回味。

二、培养教师幽默感
教师是否具有幽默感直接影响课堂的愉

悦氛围，任何学段的学生都乐于在有幽默感的
老师的课堂中学习。 想要培养教师幽默感，首
先，教师需要积累幽默原材料。如生活趣事、打
油诗、顺口溜、动画片等，适当地将它们记下来

或者加以改编，用以开阔视野，创造幽默氛围。
其次，掌握有关幽默的理论知识。 一整套的理
论知识能加深教师对幽默的理解，为教师创造
幽默提高指导方向。 最后，教师要勇于大胆展
示自己的幽默，常说笑话，与人开玩笑，幽默感
自然会增强，要多自己创造幽默。

三、创设认知冲突
与常识相悖的认知冲突通常都是学生自

己口误而产生的， 从而增加了课堂的外显的
趣味，能起到活跃课堂氛围的作用，这种认知
冲突不可预设。 而与当堂课所学知识内容相
悖的认知冲突是可以预设的， 且此种认知冲
突在课堂中出现能引人注意。 学生发生此种
认知冲突多半是由于忽略了知识中的重要细
节，或者是存在一些地方的理解模糊不清，从
而让学生未能正确理解知识点， 与其他理解
的学生的认知形成了冲突， 若恰巧回答问题
时暴露出来，则容易引人发笑。 想要了解什么
因素引起学生的认知冲突， 老师可通过自己
做题，结合以往教学经验，以及细心地将学生
错题归类， 找出学生的认知产生错误的地方
或引起错误的因素。 学生被发现认知出错，多
半感到尴尬，若老师将错误认知呈现出来，则
能激发学生的思维火花。 创设认知冲突有几

种途径：一种是教师有意识的出错，让学生纠
错；一种是在课件中呈现错误答案，让学生改
正； 还有一种就是直接将正确的和错误的答
案呈现出来， 让学生通过辩论或讨论的形式
理清认知， 帮助认知错误的学生了解自己的
错误，从而准确的理解知识。

四、合理组织教学内容
（一）、加强教学内容的内在联系，促进思

维发散
加强教学内容的内在联系，教师首先应熟

知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
进行教学内容的组织， 加强新旧知识的联系。
课程标准上对每个学段知识的掌握程度都作
了详细说明，能有效地帮助教师在课前组织内
容时对学生的知识储备有一定了解，从而在教
学内容的设计上加强新旧知识的联系。如某一
节课的教学内容为三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在
内容上的设计就可以先设置两位数乘两位数
的计算环节，由此环节衔接到三位数乘两位数
的计算，将两种计算方式进行比较，顺利的得
出计算三位数乘两位数的特点。由学生掌握的
内容过渡到与之有联系同时又有区别的知识
点时，能激发学生想继续学下去的欲望。其次，
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设计应由易到难，由浅入

深，使教学内容不断层级深化，牵引学生的思
维不断前进。 教师在课前备课时，心中要确定
一个难度标准，再认真研究教材及各种参考资
料，按难度的不断递增来组织教学，难度一点
点地提升， 促使学生思维的脚步不断向前进，
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到思维的快乐。

（二）、创设多样化的知识情境，保持思维
的活跃状态

我们一直提倡的辐合教学主要是让学生
获得验证的愉悦感。在知识本质不变的同时维
持学生验证的愉悦感，需要根据学生的生活经
验，创设不同的情景，将所要学的知识隐含其
中，才能维持学生的新鲜感，激发不断验证的
乐趣，而不至于乏味。 若老师给的情境类型多
样，就能维持学生不断找寻的新鲜感，在不断
验证自己答案正确的过程中感受到愉悦。 其
次，多关注生活，在生活中养成找寻数学的习
惯，为创设多样化的知识情境积累素材。

总之，教师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只有做到
“心中有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爱
学；善于创造条件，让教学准备的预设更加深
入、多元、富有弹性，保证课堂教学有效益，使
学生能习；改进数学教学方法，不断加强教与
学的反思，使学生会学、乐学。

浅谈提升小学数学课堂趣味性策略
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中心小学 尹爱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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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穿越到上古时代吃
饭，你点了一道‘水煮活鱼’，那
么你就太作死了。 因为那时候
没有辣椒， 真的只能吃到水煮
的活鱼了。 ”福建师范大学一门
名为《先秦穿越手册》的课程成
为学生追捧的对象。

课堂围绕上古时代的饮
食、服饰、建筑、交通、货币、婚葬
等方面的文化常识开展，形式活
泼、接地气。 老师以穿越剧的形
式让人身临其境， 再加上讲故
事，聊生活中的白菜、花菜、胡萝
卜，让吃货欲罢不能，而网络流
行语也让“90 后”大学生们相当
受用。

夏振彬

课程：小学四年级语文课
授课老师：曹玲玉
地点：郴州市十六完小
时间：2016年 11月 2日

郴州市十六完小 50班的黑板上有虾
在游动！原来是曹玲玉老师在上《虾趣》一
课。

曹玲玉老师把“活虾”带进了课堂，课
程开始，她就让学生观看一段罗氏虾嬉戏
的视频，一下子抓住了学生的好奇心。 观
看结束，曹玲玉抛出问题：“你们觉得这些
虾有趣吗？ ”

学生纷纷举手，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这些虾太有趣了，它们有着长长的钳子，
一下子就钳住了对方的大钳子！”“它们好
机警，总是去试探，遇到危险马上掉头就
跑。 ”……

散文《虾趣》是作家秦牧欣赏齐白石
的水墨虾画后写下的观虾、 养虾乐趣。
曹玲玉的“立体引学”教学模式从低点起
步，从整体入手，带出主要内容，最大限度

地激发学生兴趣， 扣准课文的中心———
“趣”，为全文的学习打下基础。

接着，曹玲玉老师话锋一转，问：“那我
们的课文写了虾的哪几方面的‘有趣’？”学
生马上浏览课文，抓住课文梗概，提纲契
领，从课文的整体把握住了内容。 有学生
说：“课文写了养虾的乐趣！”又有学生马上
站起来说：“还有赏虾画也很有趣”。你一言
我一语，课文的重点内容了然于心。

这就是“立体引学”中的“勾画知识
结构”———由学生概况总结， 自己填好
知识结构图，以生为本，引导他们自主
学习。

曹玲玉老师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
生了，她问：“现在哪位同学能依据知识结
构，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呢？”学生们的问题
就像开了闸的洪水：A 学生问养虾有什么
乐趣？ B学生抢着说哪些具体的词体现了
养虾的乐趣？ C学生补充，赏虾画的乐趣
你能体会出来吗？齐白石的虾画真的很好
看吗？ D学生又说，养虾和赏虾画一起才
有乐趣呢！ 你能从中找出关键词吗？

在“立体引学”的第 2 阶段，学生们由
“要我学”变成“我要学”，提出问题并主动
寻求答案。课程也由视频导入———激“趣”
过渡到品读“养虾”———寻“趣”的阶段。

曹玲玉老师还准备了惊喜。“作者经
过对虾的观察了解，更看出齐白石画虾的
妙处，你们想不想看齐白石的虾画？ ” 曹
玲玉老师再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将课堂
带到品读“赏画”———悟“趣”阶段。她让学
生们一边赏画，一边图文对照，并由一位
学生当“国画解说员”，用自己的语言来介
绍虾画。

一节课的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流走，看
视频、读课文、品画，学生们好像和虾成了
朋友。曹玲玉老师启发道：“生活中有很多
有趣的事物，比如蚂蚁搬家、乌龟吃食、蚕
吃桑叶……只要我们从小细心观察，热爱
生活， 就会发现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乐
趣，同学们可以尝试养一种小动物，模仿
着写一写其中的乐趣！”学生们兴致勃勃，
热情不减。

本报记者 余娅

立体引学激活“虾趣” 我接手一年级新生班主任，放学排路队，第一天
上午， 我专门用了一节课的时间按照个子高矮把队
伍排好， 并给了 5分钟的时间让他们记住自己的前
后左右分别是哪几位同学， 然后站在队伍最前面戴
着“小蜜蜂”高声问：“小朋友们，记住你在哪里站了
吗？ ”60个孩子仰着小脸，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大汗
淋漓的我， 大声地拖长声音回应道：“记———住———
啦。 ”

下午放学铃声响起， 他们又是一窝蜂地你推我
挤———谁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在哪里站着。“你们上午
不是记住了吗？ ”这次，他们同样又是仰着无辜的脸
望着我。看着他们一张张稚嫩的小脸，我真不知说些
什么好。

第二天我想：既然按照个子高低排队记不住，那
么按座位顺序排队总该可以了吧！ 因为两个小朋友
在一起坐着上课，肯定熟悉。 可是，当我领着第一组
下楼站好，后边的几组由于没有老师看管，居然搞不
清谁和谁是同桌。

目送着这一群稚气未脱的孩子们走远， 我静下
心来想： 怎样才能让这帮不谙世事的孩子记住自己
的位置呢？ 他们喜欢什么？ 对！ 动画片！ 想到这里，
我眼前一亮。

下午利用体育活动课，我先给男生排队，我问：
“孩子们，喜欢看动画片吗？ ”41 个调皮而又活泼可
爱的男生异口同声地喊：“喜欢———”

“那你们喜欢动画片里的哪些人物？”“葫芦娃！”
“超级飞侠！ ”“猪猪侠！ ”……

他们七嘴八舌地喊着。 我笑着说：“好了， 孩子
们，喜欢葫芦娃的站一队，喜欢超级飞侠的站一队，
喜欢猪猪侠的站一队。 ”我话音刚落，孩子们如鱼儿
般各自排成一队。 我稍加调整，3个小队齐刷刷地站
好了。

队伍的“雏形”有了，可是怎么让他们快速找准
自己的位置呢？我又想到给他们编号，按照身高让他
们站好后，开始编号命名。葫芦娃队的第一个叫葫芦
娃一号，后边的分别是葫芦娃二号、三号……超级飞
侠队和猪猪侠队同样给他们编好号。我说：“孩子们，
以后站队的时候，就按照你是什么队几号来站，明白
了吗？ ”他们闪着明亮的双眸高声喊：“明白了！ ”

“现在，请小朋友们说说自己是什么队几号？ ”
“我是葫芦娃三号！”“我是超级飞侠七号！”“我是猪
猪侠二号！ ”……

5 分钟后解散，稍候重新站队。 这次，奇迹真的
出现了，整齐的三列队伍呈现在了我面前。

“站队难关总算攻克了。 ”我倒吸了一口气。
“卡通”排路队这件事让我明白了：有时苦口婆

心地单纯说教对于孩子们来说并不一定适用， 我们
必须顺着他们的喜好因材施教，才能收到“忽如一夜
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效果。 胡旺洪

教室里不见
粉笔、黑板，两块
超大屏幕的电子
白板， 老师的手
轻轻一指， 所有
的教程就以图文
并茂、 声像结合
的形式出现在学
生的眼前； 学生
也没有教科书、
作业 本 和 铅 笔
盒 ， 人 手 一 个
iPad，手指点点做
习题， 多少人完

成了，对错率多少，老师那里已经一目了然……近日，湘潭九华和平小学新建成的
“未来教室”通过最后调试验收正式启用，学校全体教师率先“尝鲜”。 据了解，这是
湘潭全市中小学校第一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未来教室”，将促进全校教师教学方
式的转型升级，推动学科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让学生在学习中
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快乐。 通讯员 戴术林

穿越先秦学常识
“未来教室”创新教学方式

“卡通”排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