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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教育提倡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快乐、主动地学习。然而，在板书加口语讲解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基本都是被动学习，很少有
自主思考与学习的空间，自身的主体性难以体现，因而难以达到快乐、主动的学习目标。微课的出现，为小学数学教学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助推了教学模式改革，提高了课堂活跃性，很好地满足了学生快乐、主动学习的需求。微课是一种新型的教学资源，其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
应用，能够丰富教学内容，拓展教学渠道，为数学教学带来积极变化。基于此，笔者结合大量教学实践，分析了微课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
用价值。同时，从课前预习、课堂导入、难题教学、课堂练习、课后复习等方面简要分析了微课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具体应用情况。 
[关键词] 小学数学；微课；应用 
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识码：A 

 

1 微课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第一，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微课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多种媒介为

渠道，可以把互联网上的优质资源（视频、图片等）带入小学数学课堂，

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第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微课集视频、动画、图

像、图片、文字等信息于一体，视听效果突出，可以声像结合、图文并

茂地呈现数学知识内容，使数学知识生动化、形象化，引起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性。第三，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微课具

备分享性、可重复观看性，教师可以把微课分享给学生，学生便能随时

随地地借助智能设备观看、学习微课。无论是课前预习、课中教学还是

课后作业，教师都可以利用微课引导学生有效学习，这样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第四，提升数学教学效果。教师把微课融入小学数

学教学的课前预习、课中教学、课后复习等环节，有助于促进数学教学

改革创新，全面优化数学教学效果。 

2 微课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2.1 课前预习 

新课教学前，教师都会让学生课前预习，了解课堂教学内容，为后

续课堂听讲奠定良好基础。为提高学生课前预习的效果，教师应把微课

融入课前预习环节，为学生搭建自主学习的平台。具体来说，教师要结

合教学重点、难点、疑点、考点等设计预习任务，把任务制作成微课，

使学生明确学习方向，减少学生课前预习的盲目性，并引导学生有效地

进行课前预习。除了教师精心准备的微课视频外，学生利用微课自主学

习的过程也十分重要。首先，学生通过智能设备下载微课视频，在家长

陪同下自主预习。遇到问题时，在线与教师、其他学生交流，共同探讨

疑问。其次，学生完成预习任务后，在线提交任务，把预习情况及时反

馈给教师，能够使教师对学生的预习情况有一个全面了解。 

2.2 课堂导入 

课堂导入是课堂教学的第一个环节，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学生参与

课堂积极性与主动性的高低，影响着教学活动展开的实施效果。小学数学

教学中，教师为提高课堂导入效果，利用微课创设有趣的教学情境，使学

生短时间内被微课内容所吸引，体会到数学学习的乐趣，以成功完成课堂

导入。具体而言，教师应把日常生活中与数学相关的常见现象制作成微课，

借助学生感兴趣的事物导入数学知识，创设问题情境，吸引学生进入一个

热情高涨的学习状态，提高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例如，讲“乘法的初步认识”一课时，笔者通过微课展示了一个学

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分水果情境，然后设置问题，激起学生思考，引导

学生主动探究学习，并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进而顺利

完成课堂导入。 

2.3 难题教学 

难题教学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点，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

生的解题能力。课堂上，教师把一些难题的解题思路、解题方法以思维

导图的方式进行呈现，然后把思维导图制作成微课，把无形的数学知识

转换为有形的数学视频，让学生看得见，以加强学生的理解记忆，提高

学生的难题解决能力。 

例如，讲“行程”问题时，学生经常出现思路不清、计算不准确等

情况。对此，笔者精心设计了微课内容，形象化地利用思维导图的方式

呈现行程计算的思路，使学生厘清解题思维。即先搞清楚速度、路程、

时间、方向、速度、速度差等问题，梳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再结合解

题规律进行行程计算。 

2.4 课堂练习 

课堂练习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这是学生掌握知识的关

键。黑板空间有限，很难涵盖所有的习题类型。而微课以信息技术为基

础，可以容纳大量信息。为此，教师应把习题制作成微课课件，以视频

方式呈现，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类型的习题，在大量练习中巩固所学知识。 

例如，讲“长方形周长”时，笔者精心制作了微课视频，把与此相

关的习题类型囊括其中，供课上练习所用。微课中，长方形周长习题类

型包括长和宽成倍数关系的问题、图形拼接后周长变化的问题、长和宽

同时扩大几倍后的周长问题等。经过教师微课习题教学后，学生掌握了

各种类型的长方形周长计算问题，积累了练习量，也更好地掌握了长方

形的计算公式。 

2.5 课后复习 

课堂时间有限，为了遵循教学进度安排，教师不可能照顾到所有学

生的学习程度，这样就导致有的学生或许不能完全掌握课上所学知识，

同时课堂教学过程不可重复，学生无法再经历一遍教师的教学过程。基

于此，微课教学秉持“重视引导，微处入手，快乐学习，资源共享”的

教育理念，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进行课后复习。

数学课后，教师可以把课上的重难点教学内容制作成微课，然后让学生

课后利用微课自主学习，复习课上所学知识。这样一来，即使学生课上

没有掌握知识，课后没有教师的讲解，也可以利用微课复习课上知识，

加强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3 结语 
微课是传统课堂学习的一种重要补充和拓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加

以应用，能够全面优化课堂教学效果，满足学生对不同类型知识点的个

性化学习需求。为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把微课融入课前预习、课堂

导入、难题教学、课堂练习、课后作业等环节，充分发挥其教学辅助作

用，可以更好地展开教学活动，实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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