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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小学高年级数学教学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传统的教学模式往

往侧重于知识的灌输和记忆，忽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数学实验教学作为一种新兴

的教学方法，独特的优势逐渐受到教育界的关注，不仅能够帮助学生通过动手操作直观理解数学概

念，还能在实践中培养他们的数学思维能力。小学高年级是学生数学学习的关键阶段，学生开始接触

更为抽象和复杂的数学知识，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数学素养和

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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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 reform,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senior primary school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ten focuses on the inculcation and memory 
of knowledge, ignoring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 pract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As a new teaching 
method,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mathematics experiment teaching have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education community. It can not only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mathematical concepts intuitively through hands-on 
operation, but also cultivate their mathematical thinking ability in practice. The higher grades of primary school are 
the key stage of students ' mathematics learning. Students begin to contact more abstract and complex mathematical 
knowledge, which not only requires students to master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but also to cultivate their 
mathematical literacy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Keywords:Keywords: Senior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al Experiments; Teaching Strategies

1ﾠ 引言
小学高年级是数学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学生开始接触更为抽象和复杂的数学知识，如分数、

小数、比例、几何图形等。这一阶段的教学不仅要求

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数

学素养和综合能力。数学实验教学通过动手操作、实

践探究等方式，使抽象的数学概念具体化、直观化，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使他们更加主动地参

与到数学学习中来。在实验过程中，学生需要通过观

察、分析、推理等思维活动来解决问题，有助于培养

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数学思维能力，提高他们的数

学素养。

2ﾠ 小学高年级数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

2.1ﾠ 方法呈现偏单一

数学实验本身应涵盖观察、操作、推理、验证等

多个环节，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如游戏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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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合作探究、情境模拟等，来促进学生全面理解和

掌握数学知识。但部分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往往局限

于传统的讲授与演示模式，缺乏对学生主动参与和探

究的引导。单一的教学方法不仅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还限制学生灵活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1]。学生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往往只能被动地

接受知识，而无法通过多样化的实验活动来增强数学

实验能力，培养创新思维。长此以往，不利于学生形

成完整的数学知识体系，也会影响他们未来的数学学

习和应用。

2.2ﾠ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不足

部分教师在实验过程中过分强调自身的主导作

用，往往采取“一言堂”或“填鸭式”的教学方式，

忽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和实际体验。这种教学

方式下，学生往往被动地接受知识，缺乏主动思考和

探索的机会，自主学习能力难以得到锻炼和提升[2]。
由于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空间，他们无法根据自己的学

习进度和兴趣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也难以充分发挥

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实验过程中，学生可能只是按

照教师的指示进行操作，而没有真正理解实验的原理

和目的，导致实验效果大打折扣。此外，过分强调教

师主导作用还可能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逐

渐失去对数学实验的兴趣和热情。长期以往，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将得不到有效培养，难以形成独立思考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他们未来的学习和生活都将产

生不利影响。

3ﾠ 小学高年级数学实验教学意义
3.1ﾠ 培养实践能力并提升数学素养

数学实验教学强调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鼓

励学生通过亲身实践来探索数学知识和原理。在这

种教学方式下，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

而是成为主动探索知识的主体。实验过程中，学

生需要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问题，不仅要求他们具

备扎实的数学基础，还需要他们具备灵活的思维和

创新的能力。通过不断地实践尝试，学生能够逐渐

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数学应用能力。

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学生也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

战，这促使他们不断思考、探究，从而培养他们的

创新精神和探究能力[3]。此外，数学实验教学还注

重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的数学知识体系。通过实验活

动，学生能够将所学的数学知识进行整合和应用，

加深对数学概念和原理的理解。整合和应用的过程

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还能够帮助他们形

成系统的数学知识体系，全面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

3.2ﾠ 深化理解并掌握难点知识

小学阶段数学课程中，不乏抽象且复杂的知识

点，它们常常构成学生学习的难点与障碍。传统的教

学方式可能难以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这些难点，而

实验教学则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路径。通过实验教

学，学生能够直观地观察和感受数学现象，有助于他

们深入理解数学概念的本质和内涵。实验教学将抽

象的数学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实验活动，让学生在实

践中感知数学，从而更容易理解和掌握难点知识。

例如，在学习几何图形时，实验教学可以让学生亲

自测量图形的边长、角度，甚至进行图形的拼接和

拆分。实践活动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几

何图形的性质和特点，还能够培养他们的空间想象

能力和几何直观感。实验教学的这种直观性和实践

性，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学生在实验中

通过动手操作和亲身体验，能够更深刻地记住和理

解数学知识点，从而更好地掌握难点知识。因此，小

学高年级数学实验教学是深化学生理解、掌握难点知

识的重要途径，它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感知数学、理

解数学，最终爱上数学。

4ﾠ 小学高年级数学实验教学的实施策略
4.1ﾠ 技术融合，拓展视野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将现代信息技术融

入数学实验教学，利用数学软件进行复杂计算、

借助在线教育资源开展远程协作学习等，极大地

丰富了教学手段，为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习

平台。融合不仅让数学教学更加高效、便捷，更

重要的是，它拓宽了学生的数学学习视野，使他

们能够接触到更前沿的数学知识和应用。通过技

术融合，学生可以轻松获取全球范围内的优质教

育资源，与不同地区的同龄人进行交流与合作，

从而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例如，在小学高年级数学《方向与位置》的教学

中，教师首先通过多媒体展示一张包含多个地标建筑

的城市地图，引出本节课的主题。随后，利用动画效

果标注出学校的位置，并提问：“如果我们从学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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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怎样描述去往各个地标建筑的路线呢？”以此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教师可以借助数学软件，

展示一个二维坐标系，并解释坐标轴上正方向代表北

和南，横轴正方向代表东和西。通过拖动点来模拟不

同位置的变化，让学生直观感受坐标点的移动与方向

变化的关系，选取地图上的一个地标（如图书馆），

使用数学软件在坐标系中标出其相对学校的位置，并

演示如何通过坐标来确定方向和距离[4]。例如，“图

书馆位于学校东偏北30度，距离2公里”，同时展示

如何在软件中绘制这条路线，包括角度的测量和距离

的标注。引导学生访问一个在线协作平台，分组讨论

并绘制从学校到另一个地标（如公园）的路线图。每

组需在平台上共享他们的路线图，并解释选择该路径

的理由，包括方向、距离和可能的转弯点，增加学习

的趣味性。同时学校还可以邀请来自不同地区的学校

参与在线协作学习，每个小组负责绘制一条从学校到

特定地标的最佳路线。通过视频会议软件，各组分享

路线，比较不同地区的地理特征和导航策略，促进学

生之间的国际交流和跨文化理解。

4.2ﾠ 问题导向，培养思维

教师要强调以问题为中心，精心设计实验活动，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教师不再是单纯的知

识传授者，而是成为问题的引导者和学生思维的启发

者。通过提出具有挑战性和启发性的问题，教师引导

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探究，鼓励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

问题、寻找解决方案[5]。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

需要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和技能，进行逻辑推理、归

纳演绎等思维活动，不仅有助于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

能力，还能够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

例如，在小学高年级数学《生活中的负数》的

教学中，教师首先抛出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同学

们，你们知道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正数，

还有一种神奇的数字——负数。它们无处不在，却常

常被我们忽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揭开负数的神

秘面纱，探索它们在生活中的奥秘。”教师利用多媒

体展示一个天气预报的截图，上面显示着不同城市的

温度，有的为正数，有的为负数。引导学生观察并

思考：“为什么同样是温度，却会有正负之分呢？”

通过问题，引出负数的概念，即比0小的数。接着，

教师提出一系列具有挑战性和启发性的问题，如：“

负数在生活中还有哪些应用？”“我们如何表示和理

解负数？”“负数和正数之间有什么关系？”问题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引导他们主动思考负数的

本质和特性。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负数，教师可

以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如：“假设我们现在位于海

平面，如果向上走10米，记为+10米；那么向下走10
米，应该怎么表示呢？”学生很容易得出答案：“-10
米。”通过例子，学生不仅理解了负数的表示方法，

还深刻体会到了负数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教师将学

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发放一张任务卡，上面列有几

个与负数相关的问题或情境，如“记录一天中气温的

变化”、“计算家庭收支情况”等。要求小组内成员

合作，利用所学的负数知识，完成任务卡上的内容。

在完成基础任务后，教师鼓励学生尝试从更多角度分

析问题，如考虑不同时间点的气温变化规律、家庭收

支的平衡与失衡等。通过逻辑推理、归纳演绎等思维

活动，学生不仅能够加深对负数的理解，还能够提高

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每组派代表上台展

示他们的任务成果，分享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思考和

收获。教师对学生的表现给予积极的评价和反馈，肯

定他们的努力和成果。

4.3ﾠ 动手操作，深化理解

教师要鼓励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实验材料，通过

实践来深化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例如，在制作几何模

型的过程中，学生需要亲手裁剪、拼接各种形状的材

料，不仅锻炼了他们的动手能力，还让他们在实践中

直观感受到几何图形的性质和特点，如边长的关系、

角度的大小等。同样，在进行数据统计时，学生需要

亲手收集数据、绘制图表，这有助于他们更深入地理

解数据的分布规律、统计量的含义等。通过动手操作

活动，学生能够将抽象的数学知识与具体的实物相结

合，形成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知。

例如，在小学高年级数学《圆柱与圆锥》的教

学中，教师首先展示一些圆柱和圆锥的实物或图片，

如圆柱形的杯子、圆锥形的帽子等，引导学生观察并

思考：“这些物体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教师简

要介绍圆柱和圆锥的基本概念，包括它们的底面、

侧面、高等。同时，强调圆柱与圆锥在生活中的广泛

应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接下来教师分发实验材

料，包括纸板、剪刀、胶水、直尺等，为接下来的

动手操作活动做好准备。教师引导学生先画出一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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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和一个圆，长方形的长等于圆的周长，宽等于圆

柱的高。学生动手裁剪出这两个形状，并将长方形围

绕圆卷起来，用胶水粘好，形成一个圆柱的侧面。接

着，将另一个圆作为圆柱的底面，粘在侧面的一端，

完成圆柱模型的制作。在制作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

观察圆柱的底面、侧面和高的关系，以及圆柱的展开

图。教师引导学生画出一个扇形和一个圆，扇形的弧

长等于圆的周长，半径等于圆锥的母线长。学生动手

裁剪出这两个形状，并将扇形围绕圆卷起来，用胶水

粘好，形成一个圆锥的侧面。将圆作为圆锥的底面，

粘在侧面的下端，完成圆锥模型的制作。在制作过程

中，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圆锥的底面、侧面、高和母线

的关系，以及圆锥的展开图。学生利用制作好的圆柱

和圆锥模型，探索它们的性质，如圆柱的侧面展开后

是一个长方形，长方形的长等于圆柱底面的周长，宽

等于圆柱的高；圆锥的侧面展开后是一个扇形，扇形

的弧长等于圆锥底面的周长等。教师引导学生通过测

量、比较等方法，验证这些性质，并鼓励他们提出自

己的发现和疑问。学生展示自己的圆柱和圆锥模型，

并分享在制作和探索过程中的收获和体会。

4.4ﾠ 情境模拟，激发兴趣

通过精心设计和创设与学生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

数学情境，如模拟购物场景、实际测量房间尺寸等，

为学生营造一个既熟悉又富有挑战性的学习环境。在这

样的模拟真实环境中，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数

学的实用性和趣味性，从而极大地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和参与度，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会如何合理规划和使用

金钱。同样，通过测量房间尺寸，学生不仅能够掌握测

量技巧，还能深刻理解长度、面积等几何概念，让数

学学习变得生动有趣，还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例如，在小学高年级数学《小数除法》的教学

中，教师首先提出一个与学生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问

题：“同学们，你们平时去超市购物时，有没有遇到

过需要计算每件商品的单价或者总价的情况？比如，

你知道一包饼干的价格和总重量，如何计算每块饼干

的价格呢？”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教师简要介绍小

数除法的概念和基本算法，强调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应

用，如计算单价、分配资源等。教师分发给学生一些

模拟的购物清单和计算器，清单上列出了不同商品的

价格和数量，要求学生通过小数除法来计算每件商品

的单价或总价。教师设定一个购物情境，如“学校即

将举行春游，需要为每位同学准备一份午餐，包括一

个三明治、一瓶饮料和一个水果。已知三明治的总价

是20元，共买了40个；饮料的总价是15元，共买了30
瓶；水果的总价是30元，共买了60个。请计算每位同

学需要支付的午餐费用。”学生分组进行计算，利用

小数除法求出每个食品的单价，再相加得到每位同学

的午餐费用。在计算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注意小数

点的位置，以及如何处理除不尽的情况，如四舍五入

到小数点后两位。除了购物情境，教师还可以引导学

生思考小数除法在其他方面的应用，如分配零花钱、

计算家庭用水量等。学生自由选择一个应用场景，进

行小数除法的计算，并分享自己的计算结果和思路。

5ﾠ 结语
小学高年级数学实验教学的实施策略，作为连

接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技能的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活动，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一

个直观感受数学魅力、深入理解数学原理的平台，更

激发他们探索未知、勇于创新的精神。实验教学让

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思”，不仅掌握数学知

识，更学会如何运用数学去解决问题，如何以数学的

眼光观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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