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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改背景推动趋势下，现阶段小学数学关键学习方法就是创造小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数学教师应在日常数学教学过程中重视培

育小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更好的帮助他们精确的领会数学教材上面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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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手操作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多感官协作，从而促

进学生左右脑的协调发展，发展操作思维，并充分挖掘潜力。学生学习

数学的过程中通过具有活力的动手操作能够使学生收获充裕的感官知

觉，把空洞的数学知识变得具体化，让他们加深对数学有关理论的领悟

和把握，激励学生学习数学兴致，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于数学学习的积极

性和喜爱程度。 
1 选择适当的指导方法 

1.1 团队合作和相互指导。 

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一些学生可以轻松地进行操作并从操作中获

得知识，而有些学生则不能。教师可以教给学生指导权，让他们互相指

导，共同促进。这不仅可以加深学生的学习体验，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力。  
1.2 使用多媒体模拟指导。 

直观直观的多媒体手段可以有效解决学生理解的难点。例如，在教

学《圆的面积》中，要求学生将圆尽可能地分成相等的多个部分，以便

在拼写时可以更接近矩形，即，将圆转换为矩形以得出面积计算公式。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学生通常不能严格平均分或尽可能多地得分。这

时，多媒体设备的形象展示补足了学生动手操作中呈现的问题。 
2 留给学生更充裕的时间 

新课改主要的目标就是强化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并已成为教师今

后长期教学工作的要点，基于此，教师更多的需要给学生阐明陈述。动

手操作就是为了逐步提升学生实施操作的动手能力，但现实结果没有达

到既定成果。其中失败的因素很不复杂。就是学生不能在短时间内很快

的适应动手操作的能力，在条件允许的状况下，学生也只会达成少部分

的动手操作行为，很难全部达成。所以，导致学生无法有充裕的时间去

思索和分解问题，再有就是也无法去思索怎样处理问题。持续做下去会

导致学生对于数学学习丧失信心且真正动手操作目的无法达成，并且学

生也没有做好充足的意识准备。 
比如：在传授长方体和立方体的多少时，教师可以安排动手操作举

动，可以使学生领会和把握计算公式。传统的教学方式是让学生找出具

体形状之后，再有学生测量这些形状的长短，宽度和高度，之后再用相

应的公式计算得出结论。 
因此，在实践数学教学操作进程中完全不能与课堂规划实现同步，

毕竟每个教师都有自己既定的教学规划。再加上学校规定的教学进度，

致使学生写作业时间锐减，最终不能写完作业。慌乱之下，根本没有充

裕时间思考和分析如何得出结论。最后，通常只有教师直接给出正确答

案，这使得实践失去了它的初衷和意义。 
正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现阶段无法完成动手全过程，其实跟传统

灌输式传授计算方法没有太多区别。最后，教师直接把答案告诉学生，

如何更好处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教师务必做到创新。让学生在数学动

手操作进程中，表现出充足的耐性，留给学生们充裕的时间去思索和分

解问题，致使学生把动手操作和数学课本知识完美融合，对数学知识有

更深入的领悟，结果能高效的把握数学知识，这就是既定目标，也是最

好的预期成果。 
3 正确的操作时间是关键高效运行 

眼下把握好家庭作业行动的良好契机，才能够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把家庭作业作为指引学生自主踊跃思维举动的主要拼图，进一步提升数

学教学的成效。 
3.1 新知识与旧知识之间的关联。 

教师需要把握良好契机，掌握新知识与旧知识之间的关联，选择新

知识的增长点，指导学生操作。例如，在教授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时，

首先让学生考虑可以将哪种图形转换为平行四边形。学生可以轻松想到

矩形。此时此刻，学生的思想处于对自我要求的“怨恨”状态，他不能

停止但不能停止。老师抓住了这个机会，让学生操作。题目从平行四边

形替换为矩形，最终利用矩形面积公式推演出平行四边面积公式。  
3.2 强化学生对知识的领悟。  

当学生难以理解知识时，教师需要巧妙的安排动手操作行为，有耐

性的指导学生在动手操作中认知和思索，找寻规律，把握认知。学生只

要经历过亲自感受和自主探寻收获的数学知识才会活学活用。 
3.3 相助学生理解问题的含义并掌握定量关系。 

适当地使用助教工具可以帮助学生形成相应的情境和改变情境的过

程，并为正确回答问题创造条件。学生理解单词或图片的能力很差，要

找到给定条件和问题之间的间接关系并不容易。视觉操作能够促进学生

通过观看事物多少关联之间的改变并积极精确领会问题的意义。比如：

在数学教学进程中遭遇困难时，我指导学生用立方体模拟汽车，并使用

立方体的“运动”来理解“相对”，“相反”，“同时”的概念。和“速度

总和”。再举一个例子，在教学和解决问题时，我们经常指导学生画线段

以帮助学生理解。这样的操作使抽象的内容具体化，使复杂的内容简明

扼要，有利于学生理解和寻求正确的解决方案。  
总之，如果进行数学教学，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操作机会，

鼓励学生寻求新的思想和创新，并尽最大努力让他们展示，思考，思考

和绘画绘画，个人经验，领悟深入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培育学生创造

新的意识和能力，致使学生在动手进程中不但能把握知识，还可以提高

他们的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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