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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复习课是基本的课型之一，上好小学数学复习课，能够搭建旧知与新知的桥梁，增强学生学好数学的信

心，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品质。针对目前小学数学复习课存在的问题如教师没有创设恰当的问题情境、

不能启动学生的思维等，提出“六个策略”，以期小学数学复习课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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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view lesson is one of the basic class types, good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review lesson can 
build a bridge between old knowledge and new knowledge, enhance students’ confidence in 
learning mathematics, develop students’ quality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review course, such as the teacher does not 
create appropriate problem situation, can not start the students’ thinking and so 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ix strategies to make the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review course mor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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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艾宾浩斯曲线，遗忘在学习之后立即开始，且遗忘的进程不是均匀的，速度是先快后慢，因此，

及时合理的复习很有必要。复习，就是将已有的知识进行梳理整合与巩固，并从中获得新的发现，有新

的感悟，为进一步的学习做好铺垫。小学数学复习课，即对小学数学的所学相关知识进行复习回顾，以

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增强学好数学的信心，发展逻辑思考能力、抽象概括能

力等数学思维品质。上好小学数学复习课这一基本课型，是教师基本功扎实、教学能力良好的展现，亦

能打通旧知与新知的联系。 
通过对目前小学数学教师复习课教学的了解，部分教师没有认识到复习课教学的重要性，更多关注

的是新授课和练习课，在这两种课型上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备课，并准备公开课、示范课等，与之相

比较，复习课的重要程度就降低了许多，甚至教师们会把复习课直接当作练习课去讲解。同时，有些教

师复习课的效果并不够理想，具体表现在学生上课缺乏兴趣，感觉枯燥；教师没有创设恰当的问题情境；

题目的设置缺乏针对性与层次性；没有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没有及时的评价与反馈等方面。如

何上好小学数学复习课，是每位小学数学教师需要关注的问题，下面提出“六个策略”，以提高小学数

学复习课的有效性。 

2. 提高小学数学复习课有效性的六个策略 

2.1. 精准定位教学目标 

小学数学复习课既不同于新授课，新授课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新知，运用新知；也不同于练习课，练

习课的主要任务是训练技能，提高应用能力。要精准定位小学数学复习课的目标，让学生巩固、应用所

学相关知识，训练、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拓展数学思维，做到“温故知新”。 
例如，在复习《长方体和正方体》单元的过程中，教师将复习课目标定位在通过比较辨析，让学生

深入学习求各类体积的方法，并渗透等积变形的数学思想。在复习课上指导学生“看例题想方法”时，

当学生看到课本第 51 页的例 6：把一个西红柿放入装有 200 毫升水的量杯中，量杯所容纳物体的总体积

是 350 毫升，求这个西红柿的体积。学生联想到了很多方法，如求一般物体的体积、物体的容积的方法

及求不规则物体体积的方法等。这时，教师及时引导学生对这些方法进行比较与辨析，让学生接触等积

变形的数学思想[1]。聚焦目标进行设计，可以让学生所学的数学知识更加清晰，数学思想更加明确，数

学能力在运用中得到发展。 

2.2. 合理设计教学内容 

确定了复习课的教学目标后，需要对复习课教学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恰当的内容设计更有利

于教学目标的实现，也更利于促进学生进一步的学习与思考，从而提高复习课的教学质量和效率。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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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复习课教学内容的设计时，应注意一下几个方面：首先，创设合理的情境。情境的创设应贴合本堂复

习课的目标实现，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以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经验为基础。其次，注重知识

间的内在联系。引导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梳理与归纳整合，看到知识间的关联性，内化所学知识，逐步

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最后，设计有针对性和层次性的题目。切记在复习课盲目的刷题，进行题海战术。

而应该精心挑选题目，让其有针对性和层次性，并且进行适当地变式练习。 
例如，在复习六年级上册《分数除法》时，可以创设这样一个情境：1) 小明给九宫格涂色，1 分钟

涂了九宫格的 2/9，几分钟涂完？2) 小明给九宫格涂色，2 分钟涂了九宫格的 2/9，几分钟涂完？3) 小明

给九宫格涂色，a 分钟涂了九宫格的 c/b，几分钟涂完？通过层层递进，熟练推导出一个数除以分数的计

算方法：一个数除以分数，就等于乘以这个分数的倒数。一个数除以分数的实质是部分与整体(单位 1)
之间的关系，知道部分是多少和部分所占整体的分量，就可以用除法求出整体，关键是要求出每一份是

多少，再乘以份数，就是整体。在进行题目练习时，教师可以设计不同层次的练习题：层次一(基础题)：
(判断对错) 100 千克盐水中含盐 4 千克，那么盐的质量相当于水的 1/25；层次二(拓展题)：妈妈买了 4/5
米的布，用了 20 元。要买 9/10 米的布要用( )元钱？层次三(挑战题)：请根据题目内容选择相关条件与问

题组成相应的应用题，并进行解答：班会上，小红买了一些零食，条件 a) 瓜子买了 6 千克；b) 花生是

瓜子的 1/2；c) 瓜子又是开心果的 2/5；d) 瓜子还是杏仁的 1/5，请问：1) 花生买了多少千克？2) 开心

果买了多少千克？层次四(开放题)：妈妈把小龙 10 天的零花钱都给了他。小龙第 1 天拿出总数的 1/2，第

2 天拿出余下的 1/3，第三天拿出余下的 1/4……，10 天后，小龙还剩 4 元钱。妈妈给小龙多少钱( )？总

之，复习课的教学内容要科学合理，在进行设计时，注意上述提及的三个方面。 

2.3. 恰当选择教学方法 

小学数学复习课的形式多种多样，在进行教学时，应根据教学阶段、复习内容等的不同，选择恰当

的教学方法，使其最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常见的教学方法有：第一，思维导图法。即通过思维导图整理

归纳所学的知识点，将知识串联起来，查缺补漏。第二，比较法。通过比较法，学生可以理清知识之间

的联系与区别，便于已有知识的掌握。第三，讨论法。针对学生的易错点易混淆点，通过讨论法，学生

主动探究主动学习，有利于深入理解知识，也有利于促进学生合作能力、表达与交流能力的发展。第四，

变题法。即一题多变，学生能够进一步加深对题目的理解，突破思维定势，并做到触类旁通。 
例如，在学完“运算定律”这一单元后，根据复习课的主题以及重要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教师

设计了以下问题来引导学生对该单元进行梳理：“先整体看，这个单元有哪些内容？再部分看，哪些知

识可以合并？哪些可以单列？最后思考，怎样完整简洁地表示本单元知识？”通过这一系列的问题，唤

起了学生对本单元知识内容的记忆，依次罗列出主要内容。接着根据相关概念间的区别和联系进行整合，

找准这些知识的关键词“交换律、结合律、分配律、运算性质、思想方法”作为一级分支。然后再画二

级分支，如结合律，可分为加法结合律和乘法结合律，运算性质可分为减法的运算性质和除法的运算性

质等[2]。最后学生形成如下的思维导图(见图 1)，有利于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 

2.4. 关注学生学习需要 

“人人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这是数学课程标准的第一个理

念，也是数学教学的最高境界。面对每一个人的数学教育，既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也是必需的要求。同

时，由于学生们在智力水平、家庭背景、性格特征等方面存在个体差异，需要看到学生的独特性，因材

施教，关注学生的学习需要以及学习过程，做好及时的反馈与评价，使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最大程

度的发展，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而这样的复习课，也正凸显了数学课程标准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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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ind map of operation law 
图 1. 运算定律思维导图 

 
例如，学生在进行小数除法相关题目练习时，所出现的数学错误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主要有：

对位值和运算形式理解的困难、在确定余数上的困难、商中有零的困难、进位乘法困难、退位减法困难、

当商不明显时确定商困难[3]。故教师应诊断、识别不同学生的问题所在，找准问题对症下药。即做到“以

生为本”，把学生看作学习的主体，关注学生的学习需要，促进学生的发展。 

2.5. 有效利用错题集 

在学生学习数学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题，有错题并不可怕，对待已出现的错题，要找准错因，

是因为知识未掌握，计算不过关，审题不清还是其它原因，让学生建立错题集，写出原题及错解，进行

错因分析，接着得出正确解法。同时，教师可以将学生的错题集定期收上来检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对于集中性的错题，在复习课上进一步的讲解，并可以作为以后复习的资料。此外，同学之间的错题集

也可以相互传阅，互相学习，确保错题集的有效利用。 
例如，在复习“植树问题”时，小学生容易计算错误此类型题目，解题时十分容易混淆，此类题目

中存在几类陷阱：封闭线路、不封闭线路以及方形线路，因线路类型存在区别，所以计算方式具有一定

的差异，或者是+1，或者是−1，小学生计算起来极易出现混淆的情况。因此教师可引导小学生将此类问

题进行集中整理在建立的错题集里，并得出不同线路“植树问题”的解答策略，进而可在后续解题过程

中做到对解题陷阱的有效规避[4]。 

2.6. 重视反思教学实践 

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曾说：“经验加反思等于成长。”中国著名教育家叶澜教授说过：“一个教师

写一辈子教案难以成为名师，但如果写三年反思则有可能成为名师。”由此可见反思对于教师的重要性，

它能够帮助教师发现教学中的闪光点、存在的问题以及学生的学习状态等，它有助于教师改进教学实践，

提高教育教学水平[5]。因此，教师每次上课之后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小学数学复习课也不例

外。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我们要坚持钻研与反思，让自己处于不断前进的状态中，而不是

只停在原地。反思的关键是学会思考，一个课例、一个教育案例、一个教学片段等都有我们的观察点及

思考点。教师要培养反思意识与促进反思习惯的养成，通过反思，不断改进复习课，进而提升复习课的

教学效果。 

3. 结语 

总之，教师要看到小学数学复习课教学的重要性与独特性，进一步钻研复习课，耐心打磨复习课，

并通过定好复习目标、设计好复习内容、选择好复习方法、关注学生的需要、利用好错题集等方式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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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反思改进复习课，提升小学数学复习课的有效性，促进学生的学习、教师专业素质的增强以及教学质

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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