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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设模式 实现高效

高效课堂教学正在成为每一位老师、每一节课的追求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途径是丰富多彩

的和不断完善的。近年来在我校“多元互动，当堂训练”课堂模式的探究实践中，我在如何实现高效课

堂方面获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和生动的启示。本文结合教学中的某些有代表性的，案例，谈谈如何利用

好课堂模式，提高教学有效性。

一、复习铺垫—引路

《标准》指出：“数学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之上。”在教

学中，如果我们教师创设有效地复习，可以引起学生对已有知识的回忆，激活学生的思维，调动起学生

已有的生活经验或知识积累，帮助学生更有效地参与到新知的探究过程中。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教师应该

重视这一环节的设计。

例如在教学《一个因数中间有 0 的乘法》时，这一知识对学生来说并不是全新的知识，在教学时让

学生自己出题并尝试计算，并逐一介绍计算过程，介绍完后，老师问：大家有不同意见吗？学生表示没

有，那老师有个问题，指着 107 乘 4 的竖式，十位上的 0 乘 4 得 0，怎么会是 2 呢？在关键处提问、点拨

和引导，让学生明确算理，掌握算法。这样的设计给了学生广阔的思维空间，可以自发地，具体地参与

教学活动。在学习这一块新知识时，让学生利用知识迁移的方法学习本部分新知。

二、明确目标—导航

在教学过程的开始，清楚完整地表述教学目标对师生双方来说都十分重要。然而目标既要呈现的无

痕，又要具有挑战性和问题性。

每位老师课前要反思四个方面：1、你打算这节课的目标是什么？每节课应该有一个核心目标，因为

有时一节课的知识点不只一个，如果面面俱到，一节课的时间不可能完成，确定了核心目标，才能抓住

整节课的“魂”，例如再教学《1000 以内数的认识》的时，这节课的知识有：认识计数单位“千”，发现

每相邻的计数单位之间都是十进的关系，会读、写 1000 以内的数，并能说出它们的组成。5 个知识点，

如果都要详细讲，一节课的时间可能不够，对于 1000 以内数的读法，学生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所以我

把这节课的核心放在了读、写以及组成上。2、一节课的时间有限，要确定用多长时间让学生获得目标。

3、在什么时间放手让孩子自主学习；4、有多少学生达到每节课的目标。反思好这四个方面，为高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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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做好准备，教师可以更好的驾驭课堂。

三、互动学习—求知

1、创设宽松的学习氛围，为互动学习奠定基础。

我在教学中非常注重课堂民主氛围的建立。在生活中我是孩子的知心朋友，我愿意认真去倾听每个

孩子。因为我是一位忠实的倾听者，学生愿意和我分享他们的快乐和悲伤，愿意分享他们心中的小秘密。

因为和谐的课堂氛围，学生的思维是活跃的，在我的课堂中，经常会听到“老师，我发现了一个小窍门”，

“ 老师我又发现了一个小窍门。”，因为他们的自觉思考，总会给课堂画上完美的句号，例如在教学《整

十数加减整十数》时，在做一组练习时，

３＋２＝ ４＋５＝ ６－４＝

30 + 20 = 40 + 50 = 60 —40 =

比较每组上下两道题有什么不同？

当大部分学生说出加数的位数不同，算理不同时。一个学生说：“老师，我发现了一个小窍门。”原

来这个学生发现整十数加减整十数还是整十数，这一点是我备课时忽略的，因为学生主动思考，把课堂

的小漏洞补上，给这节课画上完整的句号。

2、掌握互动学习的环节，将互动学习真正落到实处。

如果我们把互动学习比作一棵大树，老师提出的探究问题就是一粒生根发芽的种子，学生明确探究

问题后进行自主学习，小组探究，在其表达真实想法，暴露真实问题过程，就是这颗树自然生长的过程，

学生的汇报交流，评价质疑，纠正正误错，引向正确认知，补充、丰富、完善认知其实是在为这棵树修

枝剪叶、添枝加叶，最后的抽象概括，梳理提升，便是开花结果。

在教学《两位数减一位数》时，首先我在黑板上写了一道两位数减一位数的口算题，56-3= 我让

学生小组之间相互讨论后，一人到黑板上讲述她是怎样想的？怎想计算的？他讲完之后，没有听懂的学

生开始举手提问。“你为什么要让 6-3，而不是 5-3 呢？”，“因为 3 表示 3 个一，而 5 表示 5 个十，6 表

示 6个一，应该在 6个一里去掉 3个一”，“…………….？”……………通过学生的互问互答学生弄清楚

两位数减一位数的算理，掌握算法。

3、灵活的教学方法，为互动学习添加“助燃剂”。

（1）制造“错误”，激发学生的自主探究的欲望。

我们在教学时不妨在教学关键处设个“陷阱”，故意让学生犯错，制造一种认知冲突，并引导学生主

动、积极地对问题进行分析思考，并逐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突破教学重难点。

例如在教学《比长短》时，在学生对周围物品的长短有了初步感知以后，我制造了这样一个“陷阱”：

用一只手握着红色和黄色两枝铅笔地一端，问学生 ：“老师这有两枝铅笔，请你们来比较一下它们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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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学生们看到露出来的部分是黄色铅笔比红色铅笔长，就异口同声喊道：“黄色的铅笔比红色的长”

这时，我松开手，学生惊讶地发现刚刚被握住的一端没有对齐，马上有一个学生说道：“老师，应该是红

色的比黄色的铅笔长”，还有学生说：“老师，黄色的和红色的铅笔一样长”，学生们争论的面红耳赤。 在

探究比较长短方法的关键处设“陷阱”，制造错误，设置悬念，使学生产生认知冲突，引起认识上的争论，

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欲望，使学生通过动手操作，讨论交流，获取比较长短的方法，在解决问题中很自

然地收获了知识，提高了能力。

（2）让问题链引导调控教学。

课堂是点燃学生智慧的火把，而好的问题正是点燃火把的火种。恰到好处的提问，可以揭露学生认

识中的矛盾，引起学生探究的欲望，激发学生的积极思维，使学生情绪处于最佳状态。

例如在教学《倍的认识》时，建立倍的概念是例 1 的中心目标，而“倍”的概念对于三年级学生而

言比较抽象。在设计时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围绕核心目标进行有质感的梯度设计。在学生知道 3 个 2

就是 2 的 3 倍之后，设计一个层层递进的问题链，感悟倍的意义，问题链引领学生逐层深入思考，体现

层次感，让学生的思维逐渐爬坡，思路慢慢拓展，获得质的飞跃。

四、当堂训练—夯实

怎样让当堂训练更有时效性，我认为：

1、练习的设计要有趣味性

如在教计算题时，如果用机械重复的练习来让学生巩固新知，学生就会失去兴趣，效果不会很好。

如：我在教学“8 的组成”后，设计了“找朋友”的练习，学生每人手里拿几张 8 以内数字的卡片，部分

学生边唱“找朋友”的歌，边跳着去找能和自己手里拿的数字组成 8 的同学，然后两人同时说 8 的组成。

2、练习的设计要有生活化

教学《认识人民币时》，我设计小商店让孩子真正参与到人民币的兑换和计算中。练习要与现实生活

联系起来，既使学生从小就关心社会生活，又体现了数学学习的现实性。

2、练习的设计要有多样性

设计课堂练习，应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采取灵活的形式进行。例如：在教学《整十数加减整十数》

时，我设计了让学生口头回答的练习，也设计了让学生动手写的练习。练习的形式可有：（1）帮帮小猴

子爬梯子吃桃子。（2）摘苹果。（3）开小火车。（4）比赛摘智慧苹果。

此外，练习的设计还要有梯度性和开放性，使每个学生在自己的原有水平上得到不同的发展，让学

生从内心深处真正喜欢上学数学，自觉学习数学。

五、梳理总结—提升

课堂总结既起到了帮助学生对整节课的梳理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对下一堂课承上启下的作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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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认为课堂总结这一环节很重要也很必要。课堂总结的时间正好是处在一堂课结束前的几分钟，这个

时候学生们都已经比较疲倦，大脑思考能力处于疲劳状态，为了让他们继续保持着浓厚的学习兴趣。我

培养学生当小老师，自己到讲台上总结自己一节课的收获。学生自己的梳理总结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

表达能力和概括能力。学生做完总结后，其他学生会给他一个评价，学生的评价可以提高学生的成功感。

实现课堂的最大效益化是每位教师不断努力的方向，爱因斯坦说过，教育就是当一个人把在学校所

学全部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我认为一堂课如果能够给学生“剩下的东西”，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这样

的课堂才是高效课堂，今后我将继续围绕我校“多元互动，当堂训练”课堂模式不断思考、不断尝试，

摸索出更加高效的数学课堂教学最佳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