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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阶段是学生学习的基础阶段,数学属于重要学科,对于学生的未来学习以及其他学科发展

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数学学习却不是简单就能做好的任务,在当前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数学学

科的两极分化现象非常严重。两极分化是当前学生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于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会产生一

定的阻碍作用,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创新教学方式,帮助学生打下夯实的基础,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进行深层次的学习与思考。本文主要分析了小学数学两极分化的现象,并就小学数学

教学中两极分化的现象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希望促进学生更好学习,全面发展。 

[关键词] 小学数学；两极分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G623.5  文献标识码：A 

 

1 小学数学两极分化的现象

解析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两极分化现象

可以说是广泛存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1学习成绩两极分化 

学生学习成绩两极化是最为显著的

特征,一些学习比较好的学生,考试成绩

分数可以达到80分、90分,甚至是满分,

但是学习比较差的学生,其考试成绩大

多徘徊在及格线,甚至一部分学生成绩

只有40分、50分,这就违背了“关注每一

个学生发展”的要求。 

1.2学习兴趣两极化 

小学生在刚开始接触数学知识时,

很容易被简单、生动的内容所吸引,学生

的学习兴趣相对比较高,但是随着年级

提升,数学学习内容逐渐增多,其难度也

不断上升,有一部分学生在学习中会产

生挫败感,从而逐渐丧失学习兴趣,在课

堂上表现的无精打采、讲话、开小差。 

1.3课堂上的表现两极分化 

小学生数学学习情况在课堂上就会

表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学生课

堂表现积极,小手经常高高举起,甚至老

师的问题还没有问完,他的手已经举起

来了；另外一部分学生迟迟不愿意与老

师进行沟通互动,教师提问他或者是回

答问题的声音很小,或者是轻轻地说自

己没有想好。教师组织的小组学习活动

也是如此,积极的学生在小组内会更为

主动地参与数学实践活动,不积极的同

学就沉默地在小组内旁听,什么也不参

与,静静地待着,将数学学习活动置之脑

后。新课改犹如一阵细雨,使干枯已久的

数学课堂焕发新的生机。数学课堂变得

活跃起来,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活了,但是

依然有一部分同学其学习的积极性,数

学自主探究的能力还是没有得到发展,

游离于数学自主学习活动之外,游离于

数学知识之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2 解决小学数学学习两极分化

现象的策略 

2.1关注每一位学生,减少两极分化 

学生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我

们要正视学困生与优秀生之间的差距。

如作业的深度、考试试题的档次、课堂

提问、题目的难度等都要考虑到学困生,

虽然每次考试的成绩与优生差距很大,

但跟学困生比有所进步应多加鼓励或者

奖励,使学困生有信心学,使他们都能较

容易地接受。做课堂和课外作业时,要求

优秀生会做发展题时,对学困生不应同

样要求,只要求他们会做基本题(发展题

尽量听懂,听不懂不作硬性要求)！以纵

向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学生,对与他自身

相比有进步的学困生,要大力表扬！考差

了,也应中肯地指出他的不足之外,使他

们因此喜欢学习,努力进步！ 

2.2家校互动,加强沟通,学生全面

化发展 

小学数学中学生两极分化问题的解

决单纯依靠学校是不够的,必须加强家

校互动,让学生养成自觉学习的好习惯,

不断复习、巩固,确保知识真正掌握。教

师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如家庭作业的完

成需要家长的监督,需要反馈学生的作

业完成情况,是否是独立完成？是否检

查？……教师也将学生在数学课堂上的

表现及时反馈给家长。家长与教师的有

效沟通为学生数学学习提供了双重保障,

也带动了家校关系的和谐发展,为学生

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学生对

数学知识的掌握,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

的数学学习习惯。 

2.3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如果学生能够对数学学科的学习产

生较为强烈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

学习,那么学生学习的水平和积极性会

迅速提升起来。在教师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方面,首先要做的是针对不同的

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如果教师只是盲

目地在课堂上进行教授,课下学生自己

去做练习,那么盲目枯燥的练习不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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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学习产生较大的兴

趣。教师对能力较差的学生进行盲目地

教学,是导致“两极分化”的情况越来越

严重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教师综合起

来对不同学生的个性化教学,以此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是最为关键性的

方法。另外,教师同时需要增加和学生的

互动,比如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解

答,让学生主动参与进课堂,学习的积极

性和自主性会由于学习兴趣的产生而不

断提升,整体教学水平的提升能够减少

“两极分化”的严重现象。 

2.4学生协同合作 

事实证明,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

极性,参与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课堂

教学的效果。因此,高效课堂教学的关键

是学生参与,而且是思维的参与。因此,

建立协同共事学习的团体。合理调配小

组成员是有效合作学习的保证,为此分

组应坚持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

这样为小组内部互相帮助提供了可能,

又为各小组间的公平竞争打下了基础。

合作小组成员一般由4-5名学生构成为

宜。组内成员要搭配,依据学生学力的水

平、兴趣的深广度、思维的敏捷度、等

而定,并进行分工,如组长、作业检查员

等,分工明确、责任到人,而且轮流担任,

实现小组角色互赖,防止出现“搭便车”

的状况,有利于人尽其才、各尽所能、同

伴互助、优势互补、共同提高。 

2.5培养学生问题意识 

传统教学方式通常是单向灌输知识

点,学生处于被动式学习地位,如果教师

并未进行合理引导与帮助,可能会导致

学生学习到表面知识,无法提高学生的

学以致用水平。所以根据这一情况,教师

必须要确保每个问题讲解之后,应当为

学生留出思考时间,鼓励学生进行思考

探讨,将所学习到的新知识与旧知识进

行对比衔接。在此过程中,教师也可以设

置问题陷阱,在题目讲解时故意出现错

误,引导学生分析发现问题,使学生勇敢

的提出想法,能够全面的理解数学知识。

这些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教师应当引导

式的进行教学,并不是以主题式的教学

模式进行教学和灌输,所以教师必须要

引导学生先学后教,鼓励学生勇于发表

想法和意见,教师在此过程中要切记自

己是教学引导者,并不是领导者。必须要

将主动权交还给学生,鼓励学生自主的

分析探究,尝试探究问题的解题技巧。久

而久之,学生便会形成创新思维以及逻

辑意识,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的成就感,学

生才会积极的进行思考探讨。 

2.6为落后的学生提供针对性的

帮助 

落后的学生之所以跟不上进度,很

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学生觉得自

己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从而逐渐的丧

失了对于数学学习的兴趣。对于小学生

来讲,对一个科目是否感兴趣,基本面就

决定了他这个学科的学习效果。因此,

教师应当对落后的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帮

助,从而重振他们对于数学学习的信心,

并且提高他们数学学习的兴趣。可以采

用家访、视频通话、与家长沟通等方式,

了解孩子数学学习的困难所在,并针对

性的采取措施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从

而使学生喜欢上数学学习带给自己的这

种进步的感觉。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良

好的循环,学生努力学习,取得进步,然

后对学习有了更浓厚的兴趣,更加努力

的学习。只要能够让那部分落后的学生

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两极分化”现象也

就不会那么严重了。因此,针对性的为落

后的学生提供帮助,是解决“两极分化”

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 

2.7教师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水

平,转变教学方式 

一方面,教师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更

新自己的知识体系,提升自己,不断提高

自己的教育教学专业度。要积极参加业

务培训活动,提高教学艺术,用自己的教

学魅力去吸引学生。另一方面,教师要做

教学的主导者。虽然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是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做学习真正的主

人,但是由于小学生的自制力较差,所以

在某些方面仍然需要教师的帮助。而且

即便是倡导学生自主学习,也并不意味

着教师成为学生学习中的配角而让学生

控制课堂,而是需要二者通力协作,共同

完成学习任务。 

3 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在进行小学数学教

学的时候,要防止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

在此,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出

发,对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现象的原因进

行重点分析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

要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关注优秀学

生和学困生之间存在的差距。同时,教师

要创建优质的教学课堂。教师引导学生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让学生对所学习

的内容进行深度理解和分析。在为学生

创建针对性教学空间下,保证优秀学生

和学困生之间的距离逐渐变小,最终促

进班级全体学生的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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