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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简述了导学互动模式的在数学教学中的重要性,并就其建立方法进行了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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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学数学教学为例,高年级的数学教学在各个方面均体现出了改革

特点与效果,其中“导学互动”作为创新性与实用性兼顾的教学模式不仅

有效开拓了学生的思维,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学生主动思考的重要能力,

学习主动性提升。 

1 导学互动教学模式的重要性 

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实际上个人意识已经在逐渐形成与现象,个性化的

特点是这一阶段小学生对外表现的主要特征。但由于小学高年级数学已经

开始接触方程、统计图以及体积计算等课程内容,不仅相对其他学科内容

枯燥,也由于各种教学理论晦涩难懂使得学生提不起对数学学科学习的兴

趣。在这种情况下若是依然沿用传统教学知识灌输的方式不仅不能获得好

的教学效果,长此以往学生也会出现逆反心理导致产生学习厌倦影响整体

的数学学习水平
[1]
。导学互动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教学方式,具有互

动与导学效果兼顾的特点,改变了传统知识灌输的教学特点,更关注与学

生的自主学习与如何强化学生积极地学习态度。通过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2 导学互动模式的建立方法 

2.1打造导学式课堂 

数学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以理论灌输为主,同时辅以大量练习,这种

教学方式虽然在短期内有一定作用,但长此以往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倦心

理。而导学互动的教学模式则不同,导学就是指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引导才

是教学的关键,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后再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必定能

够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我们在学习图形变换这一章节时,图形的平移、对称以及旋转是学生

应在这一章节理解的基本概念
[2]
。教师可以在上课前向学生播放一些有关

图形变换方面的视频与图片,让学生在观看过程中充分了解图形变换的独

特魅力。高年级的学生对事物的好奇心非常强,因此对于这些能够引起他

们兴趣的新奇知识十分认真。在播放完毕后,教师可以提问学生这些图形

究竟是由哪些图形变换而成,又各自有着什么样的特点,继而逐渐引导学

生了解有关图形变换的各种知识,这种引导式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的知识

结构进一步加强,通过自主学习与兴趣引导,使得学生对这一部分的理论

知识吸收能力大大增强。 

2.2营造互动氛围 

导学互动中的互动可以分为两种,分别是师生之间与学生之间。小学

高年级的数学教学课堂氛围的建立离不开互动环节,这也是提升教学效果

的关键。以学习“圆的直径与半径之间关系”为例,在学习这部分知识的

时候,由于圆的理论知识概念对于学生来说较为陌生的,学生只记住了直

径是半径的二倍
[3]
。教师们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首先在黑板上画出大小不同

的圆,让学生比较并讨论。教师在讨论完毕后提出是否直径是半径两倍的

那个圆是另一个圆的二倍,并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最终完善学生记住的概

念,“只有在等圆或同圆中这个理论才成立。”学生以自己对圆的理解为基

础可以到台上扮演教师的角色,向其他同学讲一讲自己关于圆概念的理解,

学生讲课完毕后其他学生与教师可以根据表现打分,并给予适当奖励。同

时,应建立几个学习小组,就方程的相关知识与学习重点进行讨论,以提问

与对应鼓励的方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互动过程配合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在

互动的过程中课堂气氛会被带动,方便后续的教学进度推进,这也是导学

互动教学模式应用的根本效果。 

2.3自学为主,教学为辅的教学方式 

传统的知识灌输教学方式不在乎学生是否能够完全理解数学章节知

识,而是一股脑的将知识灌输到学生脑中,随后在继续对这些知识进行解

析,通常解析环节需要在数学练习的时候才能展现效果,但这时部分学生

由于不理解新的教学知识已经忘记知识内容,教学效果极其不理想。针对

这一问题,导学互动教学模式中的自学为主,教学为辅的教学方式能够很

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以立体几何体积计算为例,由于在这之前学生已经学会了图形面积的

计算,因此各个知识点对于学生来说较为简单,像这一章节采取这种教学

方式就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4]
。学生在充分了解立体几何特点后就可以

按照自己的想法用纸板做出想要做的立体几何,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强化

了立体几何特点,同时也能在制作过程中根据教师的尺寸要求理解体积计

算的知识重点,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学会章节重点知识,这也是导学互动教

学中的一种重要的教学技巧。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数学高年级课堂中应用导学互动教学模式能获得较

好的教学效果,这也是解决小学高年级数学教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推

广并应用这类教学模式对数学教学效率的再提升有着重要意义。为了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数学思维,正确的引导能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互动则

能够带动良好的课堂气氛,从而为后续的数学教学进度的推进与教学任务

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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