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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园·教研

学学数数学学要要让让孩孩子子学学会会动动手手
———谈动手能力对低段学生学好数学的作用

青田县腊口铁资中学教育集团 陈曙虹

� � � �我是一名数学老师，经过多年的实践，我觉
得在低年级数学教学实践中， 顺应学生心理活
动规律，把数学学科特点和学生年龄、心理特征
相结合，充分挖掘教材，领悟教材编写意图，把
握教材要求，让学生通过“比、量、拆、剪、拼、摆”
等操作实践活动，把操作、思维与语言有机地结
合起来，不仅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思维，更能促进
学生主动学好数学。

动手操作理解数量关系

低年级学生受年龄、 知识以及生活经验的
限制，对教材、练习中的文字或图表的理解能力
比较弱， 解决问题就成了低年级学生学习数学
的一个难点。

比如，在教“两数比多少”时，教师指着一个
学生文具盒里的 5 支铅笔，说该学生的铅笔多。
话音刚落，学生纷纷指出：“他的 5 支铅笔算多，
那我文具盒里的 8 支铅笔算不算多呢？ ”“我还
有 10 支呢！ ”甚至有学生指出：“老师，你应该说
谁和谁相比，才能比较出谁多谁少。 ”

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让教师了解了学生的学
习起点。 紧接着，教师就可引导学生得出：“多、
少、高、矮、同样多”都是相互比较而来的，都具
有一定的相对性。

在在操操作作环环节节，，让让学学生生先先摆摆好好 55 个个圆圆形形片片和和 55
个个方方形形片片，，然然后后再再让让学学生生摆摆上上 22 个个方方形形片片，，把把同同
样样多多的的圆圆形形片片和和方方形形片片遮遮住住，， 问问：：““你你发发现现了了什什
么么？？ ””学学生生会会说说遮遮住住同同样样多多的的 55 个个圆圆形形片片和和方方形形
片片后后，， 方方形形片片比比圆圆形形片片还还多多了了 22 个个。。 再再问问学学生生

“较多的方形片可分成哪两个部分，怎么求多
余部分的方形片数， 又怎么求较少的圆形片
数？ ”让学生通过操作理解数量关系。 学生理
清了数量之间的关系后，就会用“11－8”算出
淘气比笑笑多画的花的朵数。 在操作的基础
上，学生掌握了分析思路，理解了数量关系，
很快就得出了解题方法， 自然也激发了求知
欲望。

动手操作掌握数学算理

低年级学生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 对于
抽象的知识还很难理解。 因此，教师要渗透数
形结合思想， 充分利用课件等工具从数的方
面分析进行抽象思维的培养， 从形的方面进
行形象思维的培养，让学生通过学具操作，顺
利掌握数学算理的思维过程。

如教学“两位数减一位数退位减法”时，
出示题目“25－8=？ ”并提问：“这道减法算式和
上节课学习的减法算式有什么不同？ ”学生观
察、思考后，会说这道减法算式中的“5－8”是
不够减的。 这时教师就可安排学生拿出小棒，
小组合作研究“25－8=？ ”，由小组长分配合作
研究任务、组织合作研究活动。

交交流流研研究究成成果果时时，，一一般般会会得得出出两两种种说说法法：：
①①摆摆出出 22 捆捆再再加加 55 根根的的小小棒棒，， 直直接接从从一一捆捆里里
面面拿拿出出 88 根根；；②②摆摆出出 22 捆捆再再加加 55 根根的的小小棒棒，，将将
其其中中一一捆捆小小棒棒分分开开，， 拿拿出出其其中中的的 33 根根与与 55 根根
放放在在一一起起就就是是 88 根根，，然然后后再再把把 88 根根拿拿出出。。 通通过过
操操作作，，让让学学具具和和算算理理充充分分结结合合对对 2200 以以内内的的加加

减，学生很快就掌握了。 不仅帮助学生直观地理
解算理，掌握算法，更提高了教学效率。

动手操作促进主动学习

为学生创设一个操作实践的时空，让学生在
动手摆一摆、分一分、折一折等活动中探索新知，
发现规律，运用规律解决新问题，学生在获取新
知的同时也学会了数学学习。

如教学“分物游戏”（平均分）时，教师先出示
“4 个桃子要分给 2 只猴子，有几种分法呢？”让学
生用 2 个圆片代替 2 只猴子， 用 4 根小棒代替 4
个桃子，自己分一分。

交流学习成果： 分给左边的猴子 1 个桃子，
分给右边的猴子 3 个桃子；分给每个猴子 2 个桃
子；分给左边的猴子 3 个桃子，分给右边的猴子 1
个桃子。

“如果把这三种分法分成两类， 你会怎么
分？ ”学生讨论后发现分成两类的标准就是分到
的桃子是不是一样多，于是得知，分到一样多的，
叫做平均分。

借此，老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自己进行各种不
同的分法，对于有道理的分法，教师都要及时地
给予表扬，这样，学生主动探索、合作学习的劲头
更足了，从而深深感受到数学学习的无穷魅力。

所所以以，，我我觉觉得得在在低低年年级级课课堂堂教教学学中中，，让让学学生生
经经历历““操操作作（（小小棒棒））——————发发现现（（问问题题））——————理理解解（（算算
理理））——————概概括括（（算算法法））””的的过过程程，，能能让让不不同同的的学学生生在在
数数学学上上得得到到不不同同的的发发展展，，达达到到事事半半功功倍倍的的教教学学效效
果果。。

一一个个题题材材孵孵出出多多篇篇文文章章
———谈动态作文的实践与研究

缙云水南小学 樊丽恋 陈嘉璐

� � � �动态作文是指一个中心辐射出多个写点，
一件事有连续几个片段。动态作文最能体现学
生的实践性和自主性， 活动内容具有开放性，
活动过程具有生成性，又比较适合小学生的年
龄特点，容易操作，下面笔者以《走进仙都》为
例谈谈动态作文的实践与研究。

以问题为桥梁，培养收集习作素材的能力

《走进仙都》系列活动，按照传统的思维方
式进行习作教学，老师可以请学生搜集素材写
一篇习作。这样做，活动过程是独立的片断，不
是动态发展的，习作指导没有延续性，一堂作
文课上完就结束了，学生印象不深刻。 如何利
用身边的一件事情，进行动态观察，展开系列
化习作指导呢？笔者认为，抛出问题作桥梁，能
培养学生收集习作素材的能力。

1.关于仙都，你了解到什么？ 最想看什么？
怎样介绍仙都的网页，你又看了些什么？ 想到
什么？ 觉得哪些东西写得好？ 哪些东西值得完
善？ 如果让你去做导游，你会怎么去引导？

一连串问题的抛出，就能在观察中给学生带
去不少引导。 这种引导分多个层面：第一层面是
从视觉角度直接观察，第二层面是从心理活动角
度去观察，第三层面是从创新思维角度去观察。

首先让学生上网查找仙都的相关信息，学生
观察到的东西是有限的， 对仙都的印象是粗浅
的，这时如果让他们写作文，是有难度的，老师可
以让他们自己展开想象。 学生查找信息，有了体
验；根据信息进行想象，才能作进一步补充；这时
在选择写作的角度时，也就容易了很多。

2.告诉学生要去游仙都，但不告诉具体的时
间。 这时学生的心理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同学
之间互相会进行怎样的讨论呢？内心又会形成什
么样的波澜？这一切都会在学生的心里留下很多
信息。

3.一周后告诉大家去游仙都的具体时间，这
时学生们的心情又是什么样的？ 有期待吗？ 有准
备吗？

面对问题，学生在等待的过程中，就会有意
识地培养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不仅丰富了
见闻，也积累了习作素材。

适时诱导，让学生进行同材写作

在考察前奏阶段，开展的活动不多，但是时间
比较长，可以进行同题材写作的练习。在介绍仙都
时，学生写了《我来推荐仙都》《认识新朋友》《爸爸
妈妈，请带我去游仙都》等习作；在上网搜集资料，
介绍仙都时，学生写了《品仙都》《我是小导游》等
习作；在聊聊仙都时，学生写了《给家长的一封信》
《我想象中的仙都》《期盼》等习作。

学生自拟题目，让创新思维遍地开花

考察仙都内容丰富，学生能够写出很多篇不
同的作文。 围绕考察仙都环节，学生可写的习作
不少，如《看鼎湖峰》《我夸鼎湖峰》《考察仙都》，
写这些习作，注意不同题目各有侧重点。 每个学
生都有亲身体验的经历， 不会找不到写作素材，
如《制作电子报》《天花板静静看》《空气不传递
声音》等等。 期间，还可以引导学生从心情、活动
中，选择不同的角度和素材来写。

组织校级展示，让回味更欢乐

当一个活动主题结束后， 组织一次校级展
示， 让每个班级把学生通过小课题研究所得到
的成果展示在展板或校园网上，供全校师生、家
长共同评议。

我觉得观察不仅可以让学生获取素材，而且可
以丰富素材。如上述，游仙都表面上活动结束，但是
学生的思维没有结束，标志着观察也没有结束。

看到《游览仙都》的展板时，立马唤醒了学生
大脑储存的记忆。学生边看边做出不同的反应，注
意同学的不同表现，又可以收集写作素材。因为事
情不断发展，写作自然可以继续进行。

当看到一些同学出色的电子报，不仅老师很
欣尉，学生们也意犹未尽。 家长们看了，更是为
学生们的出色表现而高兴。 快乐传递的范围就
扩大了，学生观察到的素材更加多了。 于是，《看
我们的展板》《看我们的 QQ 空间》等一些习作也
就相应诞生了。

畅谈未来和理想，展示结束也能后继有文

游览仙都， 当学生们说出各自的美好希望
后，老师还可以问他们：“再过十五年，再遇见仙
都，你会怎样？ ”他们的话匣子又一次打开。

展示未来，畅谈理想，学生可以写的习作有
《我们的希望》《再过十五年》等等……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动态观察不仅拓宽了
学生的视野，丰富了习作的素材；更拓宽了学生
的思维，训练了写作方法，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好
用的教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