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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当前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实践来说,我认为疑趣是一个立体交融的过程,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我认为过程比结

果更为重要。有不少教师在教学中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过于重视学生学习的结果。结合我的课题研究,我对于小学数学教

学中的疑和趣进行了深入、有效的挖掘,本文站在小学新课标改革发展的角度,对疑和趣进行了研究和思考,本文从多个角度探

究和阐述了小学数学教学课堂如何凸显“疑趣”享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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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当前小学数学的教学实践来说,我的体会是能够积

极主动投入学习的学生比较少,而班级中所谓的“学霸”,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被不少孩子仰慕成智商超群的人,其实不

过是学习的主动性更高而已。在教学中这些“学霸”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喜欢积极质疑,积极提出疑问,积极参与探索,他

们收获这个疑惑并及时解惑的过程,不断获得数学学习带来

的成就感,久而久之,对于数学学习也产生了浓郁的兴趣。结

合我的数学教学经历,我发现在当前的教学中,学生的自主

性较差,学生的学习基本都是在相对被动的模式下参与进行

的,笔者认为在当前新课标的教育理念的引导下,结合我的

教学实践研究,我将数学教学中的疑和趣相结合,凸显数学

教学中的“疑趣”,引导学生探索学习、享受学习。 

1 教学与应归真,教学须返本——数学“疑趣”课堂应

把握四个方向 

在教学中,我引导我们的小学数学教学要把握四个方向,

这四个方向是我们疑趣课堂乃至有效数学课堂的灵魂。 

1.1 抓住疑趣课堂的核心 

在疑趣的教学中,我们要善于抓住疑趣课堂的核心。对

于教学来说,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学生是整个课堂的主体,

我们在教学课堂中要努力做到以生为本,在以生为本的教学

理念的引导下,构建我们多元的、开放的数学课堂。多数学

生在课堂教学中,都是被动参与课堂,学生的主动性较差,而

不少教师只凭着自己的课堂内容完成一个人的“一言堂”。

疑问是学习的起点,趣味是学习的激活点。疑和趣相结合,

是我们有效课堂的重要抓手。 

1.2 情与理的有机融合 

数学是一门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于一体的学科,这门

学科的教学中,教师要善于运用情与理的有机融合,呈现出

有效的数学教学模式。情是的数学的人文性,理是指数学课

堂的思维性,将情与理有机融合,将人文性与思维性充分呈

现,这就是疑趣课堂的灵气所在。 

1.3 趣与思的自然渗透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趣与思要和谐统一且自然渗透,疑

和趣要做到相辅相成,相互融合。趣是疑的起点,疑和趣之间

又互为结果。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我通过引导学生将趣与思

两者之间自然渗透,实现数学高效课堂教学。 

1.4 人与数的和谐统一 

在数学教学中,疑和趣互为前提,将疑和趣相互统一起

来,有助于人与数两者之间的和谐统一,对于小学数学教学

来说,我们的课堂 终回归点是做到人与数的和谐统一。疑

趣课堂的构建下, 终实现的是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和自主学

习能力的不断提高, 终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实

现人与数学和谐统一的课堂。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我将

人与数进行和谐统一,对于小学数学教学来说,我一直以来

都比较提倡数学教学的人文性,虽然是一门关于数字科学的

学科,但这门学科所折射出来的人文性也有着自身的魅力,

数学所传递的不再是需要辩证的、似是而非的问题,而是简

洁、直接、具体的理性科学。 

2 就地取材,源头活水——数学“疑趣”课堂应当坚持

四个原则 

以下我结合疑趣课堂,认为疑趣课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加以建构： 

2.1 创设情境,设疑生趣 

在教学中,情境教学法是我们通常情况下采用的方式,

结合数学课堂教学老说,通过情境教学法,有助于数学课堂

快速实现有效。对于小学高年级阶段的学生来说,自我控制

能力还比较差。课堂中,教师通过情境创设,快速引导学生将

注意力投放到课堂当中,通过在情境精彩处设置疑问,激发

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在数学情境的创设过程中,教师要结

合小学高年级阶段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在课堂教学中,我

通过情境的创设,给学生营建出一个温馨、和谐、向上的学

习氛围,在这样的学习氛围的引导之下,学生能够充分激发

自身的求知欲,将自己的学习主动权牢牢我在自己的手中,

让疑和趣在和谐交融的氛围中积极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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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观察物体”知识点的讲解,我在教学中首先创设

了情境,引导学生在观察物体的过程中发展初步的空间观念,

锻炼学生的数学思维,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一

开始我创设了生活化的情境。我在多媒体屏幕上出示：一只

卡通胡萝卜的横切面。此时提出疑问：“请同学们仔细观察

一下,它可能是什么？”学生的答案各种都有,有的提到是个

鸡蛋,有的提到是一块饼干,有的提到是太阳,我鼓励孩子们

自由想象。此时我鼠标一点,出现的是胡萝卜这个图片。我

将胡萝卜的动态旋转过程呈现出来,此时学生对于这节新授

课的兴趣立马被激发出来,并且产生浓郁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此时我提出疑问：“请问大家从刚才的胡萝卜案例中,

有什么切身的体会吗？”有一个孩子很快说出了自己的体

会：“不同位置观察同一个物体,结果可能会不一样。”此时

我进行了总结：同样的物体,因为观察到的位置或者角度不

同, 终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同的,所以本次课时我们一起来

探索观察物体。我通过板书把这节课的内容呈现出来。此时

我进一步播放课件,三个小朋友飘然而至,动画的汽车缓缓

开来,“请问同学们,这三个小朋友会看到的景物是否会一样

呢？他们各自看到什么呢？”学生们结合我提出的疑问,仔

细观察上述的课件图,再次体会到站在不同的位置看到的物

体状态是不同的。由学生自然而然理解生成,这就是疑趣课

堂的魅力以及成效所在。 

2.2 注重过程,探疑激趣 

一直以来,我们都说过程要比结果重要,我们在数学教

学过程,疑和趣是互为前提的,在引导学生探疑激趣的过程

中,我们要给予学生充足的时间去解疑和探索。当前来说,

由于这个社会的节奏比较快速,久而久之,在快速发展的社

会节奏之下,形成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的习惯,在小学数

学疑趣课堂的构建,我更为注重过程,引导学生探疑激趣,我

们经常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疑趣课堂的构建

中,我们的课堂教学应当更注重过程,更关注每一个学生的

自我成长,学生之间的差异性是普遍存在的,教学中,教师对

于学生可以采用分层引导以及差异教学的方式,更注重学生

的探索过程,哪怕结果不能一下子做对,这个并不是特别重

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探索过程,是我们疑趣课堂的重要内容

和方法。 

在教学中,我对于学生提出的质疑,进行分层引导教学

开展。在教学《三角形》这一个课时的时候,我随堂准备了

相关的教学工具：三角形图片、三角形木框、四边形木框、

五边形木框和磁性的长条积木若干。在教学中我首先引导学

生通过小组合作交流,一起深入思考一下三角形的特点是什

么？此时就有学生提出质疑：“老师,三角形就是三条边组成

吗？”“再也没有其他特征了吗？”小组中有其他学生立刻

提出质疑。确实不出我所料,很快有的学生发现了有的时候

三条边无法拼搭出三角形,可是又无法说出其中的奥秘来。

此时我埋下铺垫：“同学们,你们探究的能力让我很惊喜,关

于什么情况无法拼搭出三角形,请大家看看我的动态课件。”

等我课件播放,孩子们心中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 

2.3 延展时空,拓疑成趣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通过疑趣课堂的打造、构建,

不断为学生的数学学习延展空间,拓展知识空间,对于学生

来说,要引导学生从小具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学

习意识和理念,不满足于课堂上教师灌输的有限的知识点,

而是在疑和趣的引导之下,不断进行深入的探索,比如对于

数学解题中的一题多解的方法,教师可以适度设置疑问：“还

有其他的解法了吗？”这时候,在疑问的拓展之下,学生会有

意识的结合自己的认知去进行进一步的全面有效的探索,拓

展过程中寻找到灵活解题方法带来的成功感和成就感,这也

会激励着学生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开展探索。 

总而言之,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我一直很认同卢梭的

教育理念,“要启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当这种兴趣已经很成熟

的时候,再教给他学习的方法。这确实是所有优良教育的基

本原则。”结合当前小学数学教学来说,疑趣课堂教学在于为

我们构建一个和谐、民主、向上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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