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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 of five middle schools from Li’s autonomous county in 
Hainan Lingshui,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how teachers handle students’ subjectivity in their 
studies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whether their teaching gets the maximal promotion of stu-
dents’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whether they have their classroom open, aiming to cultivate stu-
dents’ creativity in term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s concerning teaching material processing, 
classroom questioning, classroom discussion and exercis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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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五所中学课堂教学实际出发，通过发放问卷，从教材的处理、课堂提问、

课堂讨论以及对练习处理等方面入手，分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处理学生在学习上的主体性，是否最

大化的健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开放课堂，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关键词 

课堂教学，主体性，全面发展，创新能力 

 
 

1. 引言 

“教学”一词，最简单的理解便是“教”与“学”，也可以理解为师教生学或以教导学、以教促学。

在新课程下，数学教学过程是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途径，它突出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1]。
而在学校教育中，课堂教学是教学过程的中心环节。课堂教学，也称“班级上课制”，它是在教师的组织

和主持下，按照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为完成既定任务而由师生共同参加的教学活

动[2]。 
数学课堂教学要使学生掌握必要的数学基础知识，培养和形成他们的数学基本技能，培养和发展他

们的数学能力，同时还要使学生受到思想品德教育。数学课堂教学要有主要的教学目的，教学材料选择

要符合基本教学目的，分量恰当，安排符合学生认识规律，教学方法运用必须科学，组织教学过程必须

周密，并要留有机动的余地。若留下几分钟让学生提出问题、质疑问题，课堂上给予解答、吸取反馈信

息，常可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3] [4]。 
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一名教师要真正做到“传道有术、授业有方、解惑有

法”，课堂教学就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知识，从而尽可能充分提

高课堂教学的质量[5]-[7]。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目的 

在陵水县某中学顶岗支教期间，了解到陵水的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海南的平均水平。走进课堂，在

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对数学课程的学习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课堂上不主动思考，回答问题的不踊跃，

课堂上听课率低，导致学生学习成绩提不高，影响学生对知识的吸收。针对陵水的数学课堂的调查与研

究，在找到学生在课堂上存在问题的同时，也能够找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以及教学

手段处理过程中的不足，从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得找出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

的学习效率，提升教师的教学素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 

2.2.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主要针对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农村中学的在校学生和在职教师。本次研究选取了陵水县

五所农村中学，这五所学校分布在陵水的不同方位，在教学水平上存在差异，这使得研究的结果相对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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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走进课堂与学生交谈相结合。本次问卷在四所学校发放，每所学校对学生

随机发放问卷。本次调查对学生发放问卷共 500 份，回收 480 份，回收率 96%，其中有效问卷 459 份。

对教师发放问卷 33 份，回收 33 份，有效率 100%。此外，还与各校的学生与教师进行访谈，更加透彻的

了解课堂教学情况。在发放问卷的同时，我们还走进数学课堂，课下与学生交流，深入的里了解了教师

的上课过程和学生的听课状态。 

3. 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3.1. 问卷的产生 

本次调查问卷风别对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问卷设计主要从对教材的认知，课堂提问，课堂讨论以

及对学习方法的角度出发，通过简单直白的问题了解教师是如何针对这几项开展课堂，学生是如何融入

课堂。 

3.2. 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1) 面向教师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此问卷的前三题是对教师的基本信息的了解，在此我们不作分析。我们从第四题开始对问卷调查进

行分析。 
Q4：您一般是如何处理教材的？(多选题) 

 
答案选项 选择人数 

A、完全按照课本上课 2 

B、变动教材顺序 2 

C、对课本内容进行适当增减 29 

D、既改动教材顺序，又增减教材内容 0 

 
教师对教材的处理是学生决定着课堂上学生对知识的吸收的范围。从调查结果看来，绝大部分的老

师是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的增减，少数老师对教材的顺序进行变动，有少数教师对教材的内容不作任何

改变，完全按照课本上课。随着新课改的进行，教材也在相应的做出调整。然而每个学校学生的发展水

平不一，学生的接受能力也有所区别。实际教学中也不可能一个学校一种教材。为符合本校本班级学生

的实际发展水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要对教材灵活处理，让学生能够最大限度的接收知识。 
Q5：教学过程中，你会使用辅助教具？(多选题) 

 
答案选项 A、图片 B、模型 C、幻灯片 D、不使用 

选择人数 28 18 27 0 

 
数学课程具有高度抽象性，为了方便学生的理解，上课过程中是要借助直接的模型或是图片，这是

教学原则中直观性原则的体现。在问卷结果中，教师们都能利用不同的教具对学生们进行教学。教具的

使用，方便学生理解的同时，也能为数学课堂增添色彩。在教学实际中，教师应多运用教具辅助教学。 
Q6：在新课引入中您采用的方法？(多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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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选项 A、直接引入 B、情境引入 C、看书引入 D、复习引入 E、问题引入 

选择人数 18 30 6 28 11 

 
这一题主要是想了解教师材用什么样的方式导入新课。在一节新课的教学过程中，如何使得整堂课

生动活泼，引入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个好的引入，不仅能让学生从课间休息的状态迅速进入课堂，

还能激发学生对接下来将要学习的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因而，老师在上课过程中要善于设计引入。引

入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设置情境及复习是老师在新课的引入中选择的用的较

多的，直接引入、问题引入也是老师在新课引入中使用的多一点，少数老师也会让学生看书来引入新课。 
Q7：您在教学中惯用哪种教学方法？(多选题) 

 
答案选项 A、合作学习 B、引导学习 C、独立学习 D、讨论学习 

选择人数 25 27 13 25 

 
这一题旨在了解教师运用的哪一种方式进行教学。新课改的大背景下，要求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性，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师生、生生之间的合作。课堂教学方法的不同，学生的思维状态也不同。在

以上的四种教学方法中，每一种方式中，所培养的学生的能力也是不同的。四种方法教师都有选择，但

选择引导学习的老师人数最多，这说明教师还是没有让学生主动去探索知识。其次合作学习与讨论学习，

这说明教师还是有有意培养学生合作能力与探索能力的意识。也有一部分老师选择独立学习，这有利于

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但这是建立在良好的学习能力的基础上。 
Q8：您在课堂上经常让学生开展讨论吗？ 

 
答案选项 A、经常 B、偶尔 C、不讨论 

选择人数 18 15 0 

 
Q9：如果讨论，一般每节课讨论多长时间？ 

 
答案选项 A、5 分钟以上 B、2~4 分钟 C、1~2 分钟 

选择人数 10 23 0 

 
问题八、问题九是想了解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是否让学生开展讨论。由上述两个表格所反映的数据可

以看出，教师们基本上会留出时间让学生们讨论，只是讨论的频率不同。讨论时间在 2~4 分钟的教师人

数约是讨论时间在 5 分钟以上的教师人数的两倍。课堂讨论是数学课堂中学生对疑难问题处理的一个有

效途径。它可以避免学生个人对知识的错误理解，集思广益，共同解决问题的同时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

能力。讨论的时间，太多，会浪费课堂时间；太少，学生的思维又不能得到发散。在讨论时间上，教师

们都能把握合理的时间。总的看来，教师在课堂上都能给予学生合理的时间进行讨论。 
Q10：上课过程中，您会留出时间让学生提出自己的疑问吗？ 

 
答案选项 A、经常 B、偶尔 C、不会 

选择人数 18 15 0 

 
教师上完一堂课，若没有一个学生不懂，则这堂课是失败的。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可能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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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所有学生的能力，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总会有学生对于本节课的内容存在疑难点。课堂的民主与

开放的氛围是要教师营造的。调查结果显示，教师虽然让学生提出自己的疑问的频率不同，但都能在课

堂上让学生提出自己的疑问，从而解答疑问。这对于开放的、民主的良好的课堂的建设是具有积极意义

的。 
Q11：您是如何针对学生提问的？ 

 
答案选项 选择人数 

A、针对成绩好的同学提问 2 

B、针对成绩中等的同学提问 3 

C、针对成绩差的同学提问 2 

D、自由提问 21 

E、按小组提问 5 

 
本题设计的意图是想了解叫教师在课堂上的提问是否具有针对性。从教师的选择结果看得出来，大

多数的教师在课堂上提问题具有随意性，没有针对性的选择回答问题的对象。少数的教师(约占三分之一)
在课堂会有选择性的选择回答问题的学生。总言之，大多数的教师在设计问题或提出问题时，是没有针

对性的，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不是根据学生课堂情况有选择的提问。从另一个角度看，教师的提问对学

生的课堂学习不一定存在促进或引导作用。 
Q12：您怎样处理课堂练习题来巩固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 

 
答案选项 选择人数  

A、讲解基础知识，练习简单题目 13 

B、讲解基础知识，练习有一定难度的题目 7 

C、既讲解基础知识，又讲解有一定难度的知识，练习有难度的题目 13 

 
本题想了解教师上课过程中对课堂练习的难易程度的处理。课堂练习是对当节课的内容巩固的一个

有效途径。学生对一节课的内容掌握多少或是存在某方面上认知的不全可以通过课堂练习来加以巩固和

提高，这要求教师对课堂练习这一模块要做到充分的准备，对所要练习内容的难以成度有明确的把握和

认识。在调查结果中，39.4%的教师选择讲解基础的知识，练习基础的题目。有 21.2%的教师会在讲解基

础的知识上练习有一定难度的题目。另有 39.4%的老师选择既讲解基础知识又讲解有难度的知识，上练

习有难度的题目。练习题目的难以程度不同学生的思维和能力的提高幅度也会有所不同。一味的追求难

度而忽略了基础，会使学生的根基薄弱。所幸，所调查的教师们在课堂傻瓜都能针对基础知识进行巩固，

但部分教师练习的难度停留在一个层次，没有让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得到提高。因而教师在设计课堂练

习时要有难度上的递进，最大化的让每位学生都能得到巩固和提高。 
Q13：关于课堂练习这个环节，您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多选题) 

 
答案选项 A、小组讨论 B 小组竞赛 C、教师引导 D、学生独立 

选择人数 18 14 24 20 

 
这道题是想了解教师对课堂练习的处理方式。数学由于其自身的难度性和逻辑性，使得其在教学方



林诗游，林思芸 
 

 
39 

式上没有其他学科的多样与开放。课堂练习，课堂教学的一个模块，相较于整个数学课堂的教学，它具

有一定的开放性课多样性。学生在这个环节的主体性也能更好的得以体现。在我们所给的几个备选项里，

给出了几个在课堂上经常运用的形式。教师们也都能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站靠教学。从调查的结果看来，

教师选择运用最多的是教师引导，其次是学生独立，再者是小组讨论，最后是小组竞赛。从教师们的选

择结果看来，更多教师倾向于传统的教师引导式的练习方式。而小组这种形式的练习方式较其他两种显

得就没那么受欢迎。这从侧面反映出教师在练习这一模块更多的是教师占主导，学生学习较被动。 
Q14：对于数学课堂教学，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这是一道开放题，老师们的答案不尽相同，在这里不一一列出。在老师们的回答中，涉及较多的是

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设置合理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思考；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课堂。被调

查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经验。他们对自己所在学校的学生都有一定的了解。他们的

建议也正是目前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对今后的教学有一定的帮助借鉴作用。 
2) 面向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此问卷调查的前三题是对学生的基本信息的了解，在此不作分析。我们同样从第四题开始对结果进

行分析。 
Q4：你希望数学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处理教材？ 

 
答案选项 选择人数 

A、完全按照课本上课 152 

B、变动教材顺序 72 

C、对课本内容进行适当增减 212 

D、既改动教材顺序，又增减教材内容 23 

 
本题设计的目的是在于了解学生对教材结构是如何把握的。通过这个问题的回答，了解学生的是跟

着课本学死知识，还是能灵活的处理知识结构之间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学生的回答，折射出教师在课堂

上对教材的处理态度。从答案的选择人数来看，大多数同学还是能够接受对课本知识内容或结构进行改

变。也有不少同学喜欢完全按照课本上课，这在一定程度生折射出学生的思维存在局限性。在素质教育

的背景下，对学生的教育不应当局限于课本，教材只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工具。若学生的思维被教材固定，

这对学生的创新思维的培养是极其不利的。教师在处理教材是也要根据教学目标，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

适当的变动教材的内容或顺序。 
Q5：你对数学老师上课使用多媒体的情况的看法？ 

 
答案选项 选择人数 

A、多用黑板板书 53 

B、多用多媒体 62 

C、多媒体与黑板板书结合 273 

D、无所谓 70 

 
本题旨在了解学生对于知识呈现方式的看法。在我们对老师的调查中结果显示中，大多数的教师是

运用多媒体来上课的。从调查结果看来，大部分学生对课堂上运用多媒体是能够接受的。现在的课堂，

是单一的老师讲学生听记得课堂，对于知识的呈现方式也不局限于黑板。多媒体引进课堂教学，将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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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单一的图形文字可以通过现代科技呈现在学生的面前，在有效的展示知识的同时，也为数学课堂提供

了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在课堂教学中为学生营造轻松、良好的学习氛围是

有意义也是必要的。 
Q6：数学课上，你会比较喜欢哪一种课堂教学方式？ 

 
答案选项 选择人数 

A、老师多讲多抄，学生主要听和做笔记 124 

B、老师指点方法，学生先学后教，讲练结合 177 

C、老师很少讲解，学生主要看书和做练习 31 

D、老师满堂提问，学生集体回答老师的问题 62 

E、老师满堂提问，学生集体回答老师的问题 65 

 
Q7：你觉得数学老师对大部分知识点的讲解程度应当如何？ 

 
答案选项 A、尽量讲透 B、点到为止，尽量让学生自己思考 C、完全让学生思考 

选择人数 165 223 71 

 
问题六和问题七设计的意图是想了解学生在课堂上对于知识的学习是习惯从老师那直接获得还是通

过自己的思考来加深对知识的掌握。从我们获得的数据看来，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是习惯于老师多讲，

自己多记，大部分的学生是通过自己思考来学习知识，把握知识。看学生的学习方法就可以看出一个老

师的教学方法。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人，学习知识的主体，对于课堂的学习，要掌握主动学习权。老师在

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扮演的是引导者、促进者，要让学生掌握学习的主动权。这就要培养学生主动思考

的习惯。因而教师在处理知识是，要把握一定的度，切不可一次性的将知识倒给学生，要让学生自己思

考，培养学生的思维和能力，尤其是数学学科，有它的抽象性和逻辑性，要给学生思考的机会，才能理

解数学的美妙。 
Q8：你认为课堂讨论是否有必要？ 

 
答案选项 A、非常必要 B、可有可无 C、没有必要 

选择人数 261 160 38 

 
Q9：如果有必要，你认为讨论环节应当占用课堂时间为多少？ 

 
答案选项 A、5 分钟以上 B、2~4 分钟 C、1~2 分钟 

选择人数 144 225 90 

 
问题八和问题九是想要了解的是学生对于课堂讨论的看法，从调查结果看：57.3%的学生认为课堂讨

论是非常有必要的，34.9%的学生认为课堂讨论可有可无，极少数学生对课堂讨论没有必要。而对于讨论

时间，31.4%的学生认为讨论的时间应当在五分钟以上，49%的学生认为占用课堂时间 2~4 分钟，18.1%
的学生则认为占用课堂时间的 1~2 分钟。对于数学这门严谨的学科，怎样做到开放，这是许多数学老师

思考的问题。课堂讨论不等同于开放课堂，但课堂讨论提供给学生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学生对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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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有一个交流探讨的过程，思想碰撞的火花是学生创新思想灵感来源。在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的同时，有助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相互交流意见，培养他们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训练口

头表达能力。而交流的时间要掌握的恰当，既能让学生能够充分思考的同时又不会让时间浪费，给学生

开小差聊不相关话题的时间。 
Q10：你经常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疑问吗？ 

 
答案选项 A、经常 B、偶尔 C、不会 

选择人数 91 254 114 

 
这道题通过对学生是否会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疑问，侧面了解课堂是否是开放性的课堂。学生作为学

习的主体，在课堂上思考的主体，对知识不是被动的接受应该有主动思考过程。从学生的选择可以看得

出来，除四分之一的学生在课堂上不会提出自己的疑问外，大多数的学生还是会提出自己的疑问。换言

之，大部分的学生是会主动参与课堂，表达出自己对数学知识的疑问。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教师在教学

中能启发学生的思考。在课堂上提出疑问，不但是学生主动参与课堂的表现，也是学生言语表达水平的

锻炼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给学生一定的时间，让学生提出自己的疑问，表达自己的见解。 
Q11：你怎么看待数学老师的课堂提问？ 

 
答案选项 选择人数  

A、一般都已有明确已知的答案，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68 

B、提问能引起我对所学知识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225 

C、提问虽然能引起我的思考，但存在一定的难度 166 

 
这道题主要是想了解教师在课堂提出的问题能否启迪学生的思维、激发调动学生的探究意识。从调

查的结果看来，大部分学生对老师提出的问题能够进行思考，约占整个学生的 85%。但约有 36%的学生

对认为老师提出的问题虽然能引起他们的思考，但有难度。综合看来，老师课堂上提出的问题是能够促

进学生思考，启发学生思维的，但提出的问题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提出的问题对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存

在难度，不是他们独立思考就能得到答案的。老师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建立在学生的现有水平基础上，

对大多数的学生要具有探索性，有值得思考的价值，并且在他们独立思考能得到答案的范围内。 
Q12：关于数学课堂练习，你喜欢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 

 
答案选项 A、小组讨论 B 小组竞赛 C、教师引导 D、学生独立 

选择人数 140 148 126 45 

 
这道题的出题的意图是在于了解学生的对于课堂练习的思考方式。思维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也是因

人而异。这要求教师在针对全体培养学生的思维的同时也要兼顾个体的发展。课堂练习，是有针对性的

锻炼学生的对某一知识的接受。训练效果也是存在差异性。课堂练习，采用不同的方式，对学生的刺激

效果也不一样。在调查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62.7%学生比较喜欢小组的方式进行课堂练习，也有

27.4%的学生喜欢教师的引导，极少数的学生倾向于独立思考。综合看来，学生对小组合作式的学习表现

浓厚的兴趣。 
Q13：你认为数学老师的课堂练习应具备以下哪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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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选项 选择人数 

A、能揭示方法，提炼规律 110 

B、能突破疑难，应用创新 127 

C、能针对学生失误而设计 105 

D、习题的知识覆盖面广和代表性 117 

 
这道题主要是想了解学生在课堂练习中希望得到的哪方面的练习。从表格看出来，学生对练习的针

对性要求是不尽相同，所给的备选选项选择人数差异不明显。这说明每位学生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每位

学生希望得要的知识的功能性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针对个体的差异性，因材施教。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知识的主要方式是间接经验的学习。而在教学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是学生与其所

学的知识之间的矛盾，即教师提出的教学任务与学生完成这些任务的需要、实际水平之间的矛盾。因而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能力与需要，设计练习，而不是“一刀切”，忽略了学生的差异性。 
Q14：你对数学课堂有什么好的建议？ 
这一题是道开放题，学生的建议就说明目前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需要教师在上课过程中要

注意的或是改进的地方。学生的回答各种各样，在这里，罗列出学生回答最多的几条。在学生的建议里，

最多的是希望老师能够少讲多指导，让学生自主学习，让学生小组讨论，自己思考。不少学生也反映数

学课堂过于死板、枯燥，学习兴趣不高，希望老师能够增加学习的趣味，营造轻松活泼有活力的课堂学

习氛围。 
从这道题的回答可以看出，目前的课堂教学中还存在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主讲，学生主要是听、

记。这间接说明部分教师在课堂教学未能课堂的改革，还是存在以教材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未能以

学生为中心的现象。从学生的回答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希望在课堂的学习中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获得

知识，是自主学习而不是被灌输的对象。同时，课堂教学氛围的枯燥也导致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学习兴趣

的不高。 

4. 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综合以上问卷调查结果，结合自己进入课堂体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调查的四所学校中，教师能够根据自己锁所在学校的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教材进行灵活的处理。

教学过程中也能够借助相关的图片、模型以及多媒体等教学辅助材料，直观的给学生呈现难以理解的数

学概念。教学方法灵活多变，教学方式不局限一种，能够有效的处理课堂练习，积极设置问题，提高学

生的参与积极性。但在课堂教学的实际过程中还是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平铺直叙多，讲得多，让学生思考时间少，针对性随意提问多，激发思维少，

作业的分层布置少，以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记现象还是大部分存在，学生在数学知识的学习上处于被动

学习状态，仍没有完全主动的进入课堂的学习。从整个教学的过程来看，教师扮演的角色还是知识的呈

现者，而非知识的引导者，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学在学习上缺乏主动性，对数学科目的兴趣不高，学

习情绪低落，课堂上的学习氛围是低沉的。 
2) 在所调查的四所学校，教师们在上新课时基本上都是采用幻灯片辅助教学，这有利于将教材内容

直观的呈现给学生。在我们进入课堂实际听课的过程中发现，一个 PPT 全年级通用的现象存在。同时，

一些教师的在备课过程中，为图方便，沿用上一届的教案，忽略学生的实际水平，导致在上课过程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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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学生对某一问题不能理解，与学生实际水平脱节。 
在上课过程中，许多教师会反映，这么简单的问题学生都不会。其实教师应当从自身找出原因，备

课过程，针对学生一块，要实地的、深入的进行的准备，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学生会或者不会。 
3) 学生对于练习题的解答处于模仿的阶段，不能够主动探索求解方法。在课堂练习过程中，学生的

练习都是基于老师讲解过的类似题型，题型单一，学生解法单一，以至于题型稍作变化，学生就无从下

手。许多学生课下反映，课堂上老师讲的都懂，但课下做题时就不能独立完成。这就是老师在课堂上没

有让学生独立、主动探究问题的后果。 
4) 教学过程的矛盾较为突出，即教师提出教学任务同学生完成这些任务的需要、实际水平之间的矛

盾较为明显。在对学生和教师的问卷调查中，有几个问题对学生和教师都有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在

某些问题上教师的处理方式与学生的希望并不一致，教师所给的与学生所要的存在分歧，如对课堂练习

方、课堂提问内容。 

4.2. 建议 

1) 摆正教学态度，明确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课堂教学过程中，每位教师在教学中应当明确的认识到，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因

而在教学过程中个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不仅要解决师生之间的认知关系还要

解决师生之间的人际关系，建立合作、友爱、民主、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营造轻松、愉悦、民主的

课堂氛围，有利于学生主体性、积极性的发挥。 
2) 提出的问题要有启发性，开放性，合理控制思考时间 
一个问题的提出应当有一定的目的性，对学生要构成所谓的问题，要能引起学生的思考。如果一问

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提出来根本就没有意义。当然，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在学生能解答的范围内，

要符合学生现有的能力，不能超出学生能力范围外。即问题的难易程度要符合最近发展区的要求。问题

的解答最好是有开放性的，这对培养学生的思想解放和创新能力的发挥是有重要意义。问题提出来，就

要给学生思考的时间，让学生领会问题所反映的本质，透过问题看到本质。 
3) 提倡小组交流，小组竞争 
在陵水，用自主多元五过程的教学方式将是必然趋势。而教师要给学生 20 分钟的自主时间学习，这

过程肯定少不了讨论。要是学生在讨论的时间有意义，而不是浪费在不必要的交流中。而要将大课堂中

的每位学生都参与其中，可以将大课堂分为小课堂，以小组为单位，组内交流学习，组间相互竞争。对

于有创新想法的，能够主动积极参与教学过程的个人与小组，给予奖励，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或是

物质的，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主性，让学生主动的参与课堂，真真正正做学习的主人。 
4) 课堂练习形式多变，解法多样 
课堂练习是知识巩固的有效方法。课堂练习也应符合教学目标，有目的，有针对性的选择。对于不

同层次水平的学生，练习都能对其产生效果。因而教师在对练习的设计上要有针对性、有层次、有坡度、

难易结合，这样才能多途径、多角度地训练学生思维，开发学生智力练习最好具有开放性，这样学生的

思维能最大程度的开发，提高学习能力。 
5) 有情感的教学，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 
在与学生的交谈中了解到，学生缺乏学习数学的兴趣，数学课堂的枯燥与紧张，使得学生在学习中

不能主动思考， 
在新课程改革中，教师的地位由原来的教学中心转化为学生在学习上的指导者，促进者，是学生信

息的平台。这就要求教师及学生站在同等的位置上，这不仅仅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方式上体现出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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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教师在情感态度上放到平等的交流平台上。教师在课堂上表现来的不应该是知识的权威者，而是学

生学习的朋友。数学由于其本生的抽象性课逻辑性，学生在学习面会有厌倦和疲劳心里。这时，老师若

能以情感饱满激昂，语言充满激情去感染学生，学生受强烈的情绪调动，得到一种振奋的美的享受，则

能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营造一个接纳的、支持

性的、宽容的课堂氛围，让学生主动的参与教育环境，让学生在平等、尊重、信任、理解与宽容的环境

中受到鼓舞，使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探索的热情高涨，学习效率也就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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