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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要不断的用先进的教学理念指导自己的课堂实践,用科学的教学模式来充实自己的课堂实践,用现代化的教育教学

手段来完善和提高自己的课堂实践,这样才能顺应教育教学改革的大潮。 

[关键词] 小学数学；教学；改革 

 

1 自主探究――让学生体验 

“再创造”荷兰数学家弗赖登塔尔说过：“学习数学的唯一正确方法

是实行再创造,也就是由学生把本人要学习的东西自己去发现或创造出

来；教师的任务是引导和帮助学生进行这种再创造工作,而不是把现在的

知识灌输给学生”。实践证明,学习者不实行“再创造”,他对学习的内容

就难以真正理解,更谈不上灵活运用了。如：学完了“圆的面积”出示一

个圆,从圆心沿半径切割后,拼成了近似长方形,已知长方形的周长比圆的

周长大6厘米,求圆的面积。乍一看似乎无从下手,但学生经过自主探究,

便能想到：长方形的周长不就比圆的周长多出两条宽,也就是两条半径,

一条半径的长度是3厘米,问题迎刃而解。教师作为教学内容的加工者,应

站在发展学生思维的角度,相信学生的认知潜能,对于难度不大的例题,大

胆舍弃过多,过细的铺垫,尽量对学生少一些暗示,干预,正如“教学不需要

精雕细刻,学习不需要精心打造”,要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去自己研究、发

现,在自主探究中体验,在体验中主动建构知识。 

2 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新一轮课程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改变学生的学习状态,在教学中

更重要的是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能力等方面的

发展。就数学而言,学生一旦“学会”,享受到教学活动的成功喜悦,便会

强化学习动机,从而更喜欢数学,在平时的教学中,我注意根据不同的教学

内容,不同的教学目标,根据学生的特点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努力创设一

种合谐、愉悦的教学氛围,精心设计教学过程。比如我在讲“循环小数”

这一部分内容时出示蜗牛4分钟可爬行7米,蜘蛛3分钟行驶5米。让学生自

己提出想知道哪些数学问题,当提出想比较两种动物谁跑的比较快时,自

己去找寻答案,在计算过程中遇到循环小数的问题时,由于好奇心自己依

靠课本这位“老师”找到答案。在讲“三角形面积计算”中出示课件让学

生帮助农民伯伯计算不同图形的菜地的面积,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在课

堂上给予学生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动手操作的权利,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

的意见。 

3 联系生活――让学生体验 

“用数学”《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教学要体现生活性,人人学

有价值的数学。”教师要创设条件,重视从学生出发,学习和理解数学；要

善于引导学生把课程中所学的数学知识和方法应用于生活实际,既可加深

对知识的理解,体验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体验到数学的价值。如我在讲

“圆的周长”时,让学生帮助农民伯伯设计圆形的牛栏。激发学生的兴趣,

用不同的方法求得篱笆的总长度。再如：公园的门票每张10元,50张可以

购买团体票,每张8元,我们班一共有45人,该如何购票？学生们通过计算、

思考得出多种解法,在比较中选择 佳方案。 

4 教材的编写具有明显的时代精神,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这为教师的合理利用及创造性开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半个学期来,

我深深感觉到教材编写更具人文性、灵活趣味性。如《观察物体》这单元

的教学内容虽然较抽象,但是教具随手可得,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上课

时我让学生在家里找出各种长方体代替正方体摆一摆,学生摆得津津有

味、余味未尽。对于学生空间思维能力的初步建立也就迎刃而解、水到渠

成了。 

更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学生的创造力。我不拘一格让学生摆弄长方体,

学生们居然能用这些看似简单的长方体摆成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形状。有的

同学摆成长长的火车；有的同学摆成可爱的小狗；还有的同学摆成了酣态

可鞠的机器人,真是妙趣横生。 

当然教材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新课程要求教师教

教材,而是要对教材质疑、补充、变更。 

5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5.1设法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高效导入课堂 

在小学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小学生的情感活动会影响其认知活动,愉

悦的情感会使小学生的感知更加敏锐,思维更加活跃,记性也会更好。因此

数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注重创设生动的教学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充分调动学生的情绪,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让小学生

愉快地走进数学世界。数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生动的开场白、新奇的教学

方法、有趣的案例、精彩的结尾,都会让小学生处于兴奋的情绪状态,学习

激情爆棚。 

小学生正是处于好奇心旺盛的年纪,在课堂伊始如果能用一个新奇有

趣的案例导入教学,抓住学生的好奇心,那么他们就会有浓厚的兴趣听完

整节课,进而课堂教学的效率必然会比开篇就直接进入教学内容的效果来

得高。 

5.2合理选用教学方法,进行启发式教学 

小学生由于受到年龄的限制,传统的因教学时间紧,教学任务重,以及

教师缺乏教学技巧而采取的填鸭式教学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新课标

所倡导的新型教育理论要求小学数学教师应及时淘汰传统的教育方法,及

时学习 新的教育理论,对自己的教学方式进行改进与革新。对于小学数

学教师而言,小学生们就像一张张纯洁的白纸,需要教师拥有足够的耐心

与爱心对其进行正确引导与呵护,帮助学生培养和锻炼其自主学习的能力,

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5.3深入研究教材,不断进行教学反思 

新课改对小学数学的教学要求,促使教师要对教材进行深入研究,以

教材的内容为依据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和主动求知与探索的精神,从

而使得教材的作用能够得到 大程度的发挥。小学数学教师不仅要引导学

生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更要引导学生主动从生活中探索和学

习数学知识,让学生明白数学源于生活,更服务于生活,鼓励学生用数学的

眼光对生活进行细致观察,主动发现并解决实际生活中的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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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文围绕立德树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现实意义和实施对策等方面进行探析。本文阐述了立德树人重要思想形成的时

代背景；通过分析立什么德、树什么人来介绍立德树人的内容；结合新时代论述了立德树人思想的意义并提出其实施路径。 

[关键词] 立德树人；新时代；学生 

 

1 立德树人的背景 

1.1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新要求 

推动教育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目的是为社会的发展培养优质的人才,

而优质人才应当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具备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品质,做到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1]
因而全面深化教育改革要将立德

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要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发展培养人才。全面深化教育改革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体现德育,要

坚持和发展立德树人思想,使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落到实处,推动教育

改革。 

1.2顺应新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再到强起来的质的飞跃。”
[2]
因此,教育要紧随时代步伐,顺应新时代的

发展要求,加强对德育教育的重视。在当今社会,我们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

中、高中、大学以及读研,甚至在工作之后,我们的教育中一直非常关注德

育教育。这说明要培养时代新人,也就是要有良好的道德素质的时代新人,

就必须坚持立德树人思想,该思想不管在学习中、生活中、在家庭中、在

社会中,还是对于个人或集体,我们要从细微之处做起,将该思想进一步落

到实处。 

1.3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两个一百年”就是分别把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我国要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我们国家要

想实现这两个奋斗目标,它就和人才的支持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两个目

标让我们国家培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符合我国政治、经济、文

化等方面的发展的要求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们国家和社会中的全部社会成员就不仅仅要有物质、经济财富,更要有

精神和文化财富。因此必须注重德育,全面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 

2 立德树人的主要内容 

要把握立德树人重要理论的主要内容,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2.1从“立德”的角度理解立德树人的主要内容 

一是立“人”之德。德是成为“人”的根本。人性包含着作为人的共

同美德,即人性的善。如同情、羞辱惭愧、尊敬和辨别错误之心,我们全体

公民都有同情、羞辱惭愧、尊敬和辨别错误之心,这些不是由外界给我的,

我们本来就有。其次是立时代之德,即时代的共同道德。传统的社会小农

经济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产生了影响,公共生活的缺失导致了人们的依赖

和私人社会的形成。随着社会与社会之间以及经济与经济之间发生着非常

大的变化,社会之间的交往也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公共生活也在出现并不

断扩大,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德的要求也在进一步地提高。所以,新时代我们

的社会在强调个人的利益的同时,也在强调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宣

传也在不断扩大,从国家到地区,再到世界,我们要牢记人性的道德是我们

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 

2.2从“树人”的角度理解立德树人的主要内容 

首先树有德行、正气之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

是培养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我们要认清自我,修青年“德行”,

没有道德意识会忘掉德的本质。教导广大青少年：“每天都可以想一想,

对祖国热爱吗？对集体热爱吗？学习努力吗？这样多想一想,就会促使多

做一做,日积月累,自己身上的好思想、好品格就会越来越多了。”
[3]
在我

们的社会里,教育 关键的就是要培养正气,因此要加强对当代青年的培

养,进而树有德行、正气之人。其次树有真才实学之人 。我们接受高等教

育的过程,就是培养真才实学、更好认识社会的过程。要增加知识和见识,

开阔视野,才能锻炼出那些干大事的真才实学。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

实践的构建,要有真正的知识与能力,真正站在全球命运的角度去思考问

题。从实现途径说培养真才实学的人,要将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要鼓励

在真正付诸于实践的过程中去自觉体会与理解。 后树能艰苦奋斗勇担大

任之人。培养新时代的人,就是要培养艰苦奋斗勇担大任之人。担是肩挑, 

教学反思是对自己的教学活动进行分析,从中发现自身教学实践中存

在的问题并加以分析,进而通过合作或者其他方法对其教学加以改进。教

学反思是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一种重要方法,教师可以从中对自己的教学

实践中的得失进行分析,其过程包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验证结论――发现新问题。小学数学教师通过教学反思对自己的课

堂教学进行客观分析,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不仅可以有效提

升自身的教学经验,对以后的教学更是具有指导意义：通过分析教学过程

中的不足之处,总结经验教训,找出解决同类问题的方法,进而指导今后的

教学,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有效提高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效率。 

6 结语 

小学数学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更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一个

重要方式,对于小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在新课改背景下小学

数学的课堂教学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全国的小学数学教师应当重视其课

堂教学的改革,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致力于促

进小学数学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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