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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就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作业的负担和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中小学生校外培训的负担。自 2021 年 7 月“双减”方案执行至今，全国各地的

教师都在积极并努力地实施“双减”。作为一线教师的我们一定要明确，“双减”

减的不是教学的质量，而是学生过重的负担。而如何才能做到在不减质量的情况

下又能减轻学业负担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课堂有限的四十分钟里下功夫，并

尽量地向课堂的四十分钟要效率。那么，在“双减”背景下，如何提高小学数学

课堂效率呢？笔者根据本人的教学经验，谈谈以下几点意见。

一、利用好课前五分钟的情境创设，激起学生学习新知的欲望

在数学教学中，有的教师认为教学的重点应放在对知识的讲解上，对重难点

的突破上，这固然很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对情境引入的创设上。柏拉图说“良好

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学生很难从课间兴奋的状态一下子回到安静的教室里，

思绪和心思也很难集中在课堂上，所以在教学时我创设了一些学生感兴趣的问题

或情境进行课前五分钟的情景教学，把学生的心从教室外收到教室内，把学生的

兴奋状态继续集中在课堂上。

例如，我在教学《直线、射线、线段》时，设计了学生感兴趣的动画片视

频。上课一开始播放了２分钟的动画片《猫和老鼠》。同学们个个都看得聚精会

神，个个都精神抖擞，个个都哈哈大笑。当视频播放结束后，课件截取出其中的

一个画面，设计出了几条猫追老鼠的线路，让学生观察后说一说，如果你就是这

只猫，你会选择哪一条线路，为什么会选择这条线路？从感兴趣的视频到简单的

提问，学生轻而易举地就得出了“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的结论，再进一步去学习

直线、射线、线段的特点就显得容易了。视频的播放不仅能让学生放松心情进行

学习，也为后面的学习新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教学中，情境的创设引入形式有很多，可以进行问题创设引入，也可以设

质疑惑引入，也可以讲故事引入，也可以由旧知复习引入……。总之，每位老师

创设情境的引入都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尽快

拉回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学生的兴趣，能更好地完成本课的教学目标。好的情境

创设可以使我们的课堂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使我们的课堂变得更加生机勃勃。

二、密切联系学生所熟悉的现实世界，培养学习数学的兴趣

《新课标》中明确指出了数学是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抽象。数学源于日常生活，

而学好数学又用于日常生活。由此可见，数学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在课堂教学中，我创设学生最熟悉的日常生活情境进行教学，学生十分感兴趣，

学生能意识到掌握数学的重要意义，从而孩子们的心思就会很快回归到课堂上。



例如，我在教学五年级《多边形面积计算的整理与复习》时，设计了计算“一

扇门的面积”的生活情境，展开了一堂课的探索学习。王老师家要装修一扇长方

形的门，为了美观王老师在这扇门上分别设计了正方形、平行四边形、三角形、

梯形各一个。对这个情境设计了五年问题，问题一：你能计算出这些图形的面积

吗？问题二：要计算这些图形的面积需要测量哪些相关数据？问题三：你知道这

扇门上除了这些图形之外的面积吗？问题四：如果每平方米需要油漆 0.5 千克，

这扇门一共需要多少千克油漆？问题五：刷油漆每平方米需要 18 元的人工费，

刷完这扇门大约需要多少元人工费？整个一堂课围绕学生所熟知的有关日常生

活情境的五个问题展开教学，既是对本单元多边形的面积计算进行了巩固复习，

又让学生充分地认识到了数学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数学问题与日常生活有太多的关联，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有数学的影

子。如生活中的打折问题、银行存钱的年利率问题、买票的合算问题等等。在课

堂教学中，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些知识点进行数学教学，把学生所学的数学知

识带到了他们的生活实践之中，从而帮助他们真正体会到数学的具体意义,培养

起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使“要我学”成为“我要学”。

三 、开展操作活动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新课标》指出：“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简单地依靠模仿与记忆，动手

实践、自主探索究与协作沟通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只有通过思考、探

究而掌握的东西,记忆才更深入,才更易于产生某种意识。等老师来“灌”的学生，

学习能力较短暂，甚至很差，而真正优秀的学生，是“会学”的学生。所以在教

学中要重视数学课堂中的操作活动，让学生在操作活动中获得知识，真正成为一

名“会学”的学生。

如，我在教学《平行四边形的认识》时，课前让每人准备了 6根硬纸条，长

度分别是 2根 7cm，2 根 5cm，1 根 10cm，1 根 3cm，要求学生选出合适的纸条钉

出一个平行四边形。在选择纸条时，学生就会发现了平行四边形对边相等的特征；

让学生动物拉一拉时又会发现平行四边形具有易变性的特性，还会发现长方形是

特殊的平行四边形等等知识。在这些“钉”的操作活动过程中，学生进行选一选，

钉一钉，拉一拉，说一说等多种活动，让多种感官参与实践，在不经意间就掌握

了平行四边形的相关知识。在整堂课的教学中，教师不是把知识直接通过讲授传

给学生，而是学生通过自己动手操作，动手实践来获得的知识，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动性。学生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的知识既牢固又长久。

“听过了，忘记了；看过了，记住了；做过了，掌握了”。所以，数学教学

应通过学生的动手实践操作，培养学生良好的动手操作习惯，让学生在动手操作

中体验“做数学、说数学、用数学”，实现真正意义上追求的“有效”和“高效”



的数学课堂。

四、进行大单元教学，使学生把知识一懂百懂

《新课标》提出了要进行大单元的教学，数学大单元教学是数学思想的整合

教学。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零散的知识点为载体，孤立地进行课时教学，在一定

程度上割裂了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进行大单元新的教学模式，就能让知识间

的联系更加清晰，也可以使学生对知识更进一步地进行结构化、系统化地掌握。

如，我在教学《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时，我让学生通过剪一剪、拼一拼、量

一量、画一画等活动，把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转化成了长方形的面积，并由此推导

出了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在学生学会了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并能正确

计算后，我又设计了这样一道练习题：连接平行四边形的一条对角线，把其分成

了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这时老师追问，你能算出其中一个三角形的面积吗？

学生们是肯定会计算的。通过这样的教学，学生不仅掌握了平行四边形和三角形

的面积计算公式，而且还知道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更是让学生明白了“转化”的

道理，从而实现了大单元的教学。这样的教学模式不但节约了教学的时间，还提

高了课堂的效率。

大单元的教学是为后面的学习打开了一扇窗，那怕是一条缝，播下一粒种子，

就让它在那儿慢慢地拓开为一扇门，发出一颗芽，最后长成参天大树。

五、布置适当的实践作业，减轻学生负担

数学是一门发现与探索的科目，因此在数学的学习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教学时，我会适当布置一些实践探索的、操作性强的作业，让学生课后去完成。

这样不仅减轻了学生的作业负担，也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如，在学习《年月日》时，布置了调查家人的出生年份和生日，判断平年闰

年以及大月小月；在学习《小数乘法》时，布置调查家里的水、电、气的用量，

以及本月的缴费情况；在学习《认识周长》时，布置围绕学校的水池、花园、篮

球场走一圈，记录下步数和一步的长度，再计算一圈的长度，从而进一步认识了

周长。

在当前“双减”下，新的作业模式慢慢替代以往的书面作业形式，我们要借

住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去布置作业，让学生从生活出发，找到生活与数学相关

联的知识，从而推动学生对数学感兴趣，对学好数学充满信心。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老师们需要积极地尝试各种创新

有效的教学方式，来落实“双减”政策，解决学生减负减压的要求。同时教师也

应当明确，学生的学习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只有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培养

学生终身学习的习惯，才能够切实地让学生的所有水平得到提升。根据这一点，

老师们就应当承担起自己的教学责任，以引导和启发的方式去提高学生对数学的



认知，努力提高课堂教育教学效率，真正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和学业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