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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战场， 我就如何在数学课堂动学习 正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谈几点肤浅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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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 
“数学新课程标准”指出:“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

的数学;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在数学教学中全面教高全

体学生的基本素质是数学教学的根本目的。应当指出，我们在实施“英

才教育”之时，更要实施“大众教育”，要让每一个学生习都能获得必要

的数学知识，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全

体学生的数学基本素质，正视新世纪的挑战，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但

是学生的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每个学生都有独特的个性和特长都潜

藏着许多“闪光点”和存在各自的薄弱点和存在某个薄弱点。教师应了

解学生的个别差异，在教学过程中因材施教，实行分层次教学。在问题

情境的设计、教学过程的展开、练习的安排上，都要尽可能地让所有学

生主动参与，提出各自解决问题的策略，并引导他们在与他人的交流中

选择合适的策略，由此来丰富数学活动的经验，提高思维水平。对学习

较吃力的学生，要给予耐心的指导与帮助，并要适时地进行肯定和鼓励;

对那些学习积极性高、探索意识强、能够较快完成任务的学生，除了安

排他们辅导其他学生外，还可以鼓励他们探究课本以的思维状外与本节

课内容密切相关的内容或下一节课的实验素材；另外，课堂练习、课外

作业要尽量层次化，以区别对待。这样在课堂教学中，做到有效面向全

体学生，使学生都能主动地进行有效学习。 

2 因势利导，引导学生学会多样化学习方式。 
数学教学中变学生单一、被动的学习方式为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提

倡自主、探索、合作的多样化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使

学生的主体意识、能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得到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 数学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在经历知

识的形成与应用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的意义。引导学生不断

地提出问题，确定学习目标， 引导学生收集和利用学习资源 ，从中探

索发现规律，并与同伴交流，达到学习经验共享，并培养合作的意识，

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  

3 发展思维，优化课堂教学结构 
数学是人类思维的体操，要 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智力和能力 。而

思维是智力的核心，数学教学应以围绕揭示思维过程、培养学生思维能

力为目的而展开。我在教学中主要以优化课堂结构，使学生积极参与教

学活动为立足点，从而发展学生的思维。 

3.1 新课引入的优化 

在引人新课时，精心设疑，创设悬念，形成问题意识，激发学生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使学生的思维处于兴奋状态而渐入佳境。例如，在学

习三角形的内角和定理时，让学生通过剪纸及拼盘，思考“任意三角形

的内角和是否都是 180 度”。 

3.2 知识教学的优化 

教学是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构成的一种特殊的双边认知活动，教

师要千方百计地让学生主动地学习，而兴趣又是学生主动学习 重要

直接的内部动力，是发展智力 活的因生有了这种内在的兴趣动力，可

以表现出高度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然而，数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往

往掩盖了实际的趣味性和数实践性，一堂教学课能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发挥学生的主是体作用，教师是关键。教师可以运用引趣、激疑

演示、设陷、类比、联想、分解、引申、转化、归纳等方法，启迪学生

思维，激发学生学主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3 例题教法的优化 

例题的教学过程实质上是训练学生运用知识的过程，就是将获得的

知识通过试验和演算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去应用，以达到举反三，触类旁

通，熟练掌握，灵活运用的目的。例题教学要做到:一题多用、一题多解、

一题多变、一题多问，以此来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敏捷性和深刻性。 

鼓励学生勤思考、多发问、敢于标新立异，从中调控学生的思维状

态籍以调控学生的思维状态，激发学生的思维火花，发展学生的  

4 促进发展，对学生数学学习过程进行即时性评价。 
评价在课程实施中起着激励、导向和质量监督的作用。要通过有效

地评价方式突出评价的发展性功能，以帮助每个个体认识自我，悦纳自

我，拥有自信，挖掘潜能，发展特长， 大可能地变实现其自身的价值。

对数学学习过程的评价，主要包括学生参与探数学活动的程度、自信心、

合作交流的意识，以及独立思考的习的惯、数学思考的发展水平等，诸

如是否积极主动地参与活动;是否神有学好数学的自信心，能够不回避遇

到的困难;是否乐于与他人发合作，愿意与同伴交流各自的想法;是否能

够通过独立思考获得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能否找到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

法，尝试从不同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是否能够使用数学语言有条理地表

达自己的学思考过程;是否理解别人的思路，并在与同伴交流中获益;是

否有生反思自己思考过程的意识…评价得以落实了，激励学生学习与促

进学生发展才不是一句空话。  

5 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会从数

学的角度发现和提出问题，并用数学方法加以探索、研究和解决。教师

在平时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的收集整理适应本地生活、生产需要的实

际性问题，注意收集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实际素材组成教学活动，增加实

习作业和探素性活动，找到向实际问题过渡的渗透点，使学生领悟数学

的应用价值，达到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 通过建立数学

模型，针对具体题目，让学生动手操作(观察、思考)，探索规律，训练

学生从数学的角度进行概括、抽象、分析，从而完成用数学方法解决问

题的创新过程。 

总之，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抓好素质教育，就是使学生从已有的生活

经验出发，让学生在思维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等诸方面得到进步和

发展，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和良好的个性品质以及纯正的思维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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