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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数学新的课程标准和新的教材编排中都指出小学生学习数学是与具体的动手实践活动分不开的，动手操作是发展学生思维，培
养学生数学能力 有效的途径之一。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说过：“儿童的思维是从动作开始的，切断动作与思维的联系，思维就得不到发展。”
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更应该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让学生在实践中感知，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探究发现来解
决问题，获取知识，培养学生的数学能力。动手实践是数学学习的一种手段，目的是更好地促进学生对数学的理解。动手实践作为对传统教
学形式的一种补充，已经被广大的一线教师广泛地应用在课堂教学之中。而且，学生也有了一定的动手操作能力。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大部
分老师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形式上，学生也是只按老师要求去做，明显能看出来只是走形式，而真正意义上的有效却很难达到。问题主要表现
在：1、为了保证能在教学时间内完成实践活动，于是老师就设计了严格的操作过程，实际上，学生的操作整个就是按照老师的思维在走，而
不能真正的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2、实践活动的形式比较单一，主要应用在几何与图形部分，而其他部分通过动手实践来理解解决问
题的却很少。3、操作内容枯燥，激发不起学生的操作兴趣。这样，表面热热闹闹的实践活动课，往往上下来，学生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却不
多。再加上初中数学学习对学生的自主探索要求更高，也为小学数学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以上原因，我确定了小学数学教学中动手
实践有效性的研究这一课题，试图通过我的和学生的共同探究，为学生创设一个活动、探索，思考的环境，使每个学生在操作活动中学习数
学，理解知识、掌握方法、学会思考，使学生的实践活动发挥真正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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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题名称的界定和解读 
1.1 动手实践 

“动手实践”是数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包括学生在理解数学知识，

建立数学概念的过程中自己进行的动手、动脑、动口等一切操作活动，

泛指制作学具、感知体验、实物测量、画统计图统计表、设计游戏等。 

1.2 有效性 

“有效性”是在国家数学课程标准的理念的指导下追求师生以尽可能

少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投入去获得 大的教学效果，从而实现特定的教

学目标，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教育价值需求，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

展的教育目标。 

2 课题研究的内容 
基于以上分析，我觉得提高数学课堂中动手实践活动的有效性拟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为： 

2.1 通过本课题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2.2 通过本课题研究，提高教师课堂教学调控与反思的能力。 

2.3 通过本课题研究，培养学生有目的、有序的动手实践活动意识，

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 

2.4 通过本课题研究，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探究能力，促进学生个

性思维。 

2.5 通过本课题研究，积累典型案例，总结经验，逐步形成教师独

特的教学特色，改变我校当前数学课堂教学中动手实践活动相对滞后的

局面。 

3 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3.1 解决问题主要途径： 

3.1.1 通过专家引领、网络研讨、校本研修的方式，提升专业理论，

指导工作实践。 

3.1.2 通过专题研究，明确目标、精心设计课堂中动手实践活动内

容，把握好学生动手操作的时机。 

3.1.3 以课例的研究为载体，开展“同讲一课书”活动，提高课堂

中动手实践活动的有效性。 

3.1.4 以学生喜欢的动手操作为抓手，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

加强学生动手实践活动指导，使动手操作活动有序进行，让数学课堂因

操作而精彩。 

3.1.5 通过动手操作后有效的讨论、交流，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 

3.2 课题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遵循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以行动研究法和

文献研究法为主，采用观察法、案例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等研究方法。

另外，注重实践，根据反馈情况，不断调整思路，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

与有效性。 

3.2.1 文献法：利用文献法通过对动手实践方面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建立有效的理论支撑，并指导本课题各个实验阶段的工作。 

3.2.2 行动研究法：积极参加校本教研活动，定期组织课例研讨跟

进活动，在制定计划——行动实施——反思改进——总结提高的发展过

程中，将课题研究不断完善、深化。 

3.2.3 观察法：对学生在数学操作活动中的表现进行观察、了解动

手实践活动中的问题，分析归纳原因，找出有效的问题解决策略方法。 

3.2.4 案例分析法：针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分析，不

断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验证和思考设计的可行性。 

3.2.5 经验总结法：在研究过程中，注意积累资料，形成理性认识，

每阶段撰写活动方案、总结、报告等，为本课题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4 研究过程 
4.1 第一阶段：调查分析（2019.4——2019.5） 

做好调查、分析工作，把握课题研究的起点。通过课堂观察、师生

访谈等形式，发现在课堂上学生动手操作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 

4.2 第二阶段：实践研究（2019.6——2020.2） 

4.2.1 以课例为载体开展研究工作，结合课堂教学实际探讨实践中

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4.2.2 采用同伴互助的形式，邀请教师随时听课，及时交流，进行

评价指导。 

4.2.3 在课题实施研究中，做到边实践、边研究、边改进、边积累，

不断总结积累阶段性成果资料。 

4.3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2020.3——2020.4） 

4.3.1 分析、整理各阶段过程性研究资料。 

4.3.2 总结研究成果，撰写课题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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