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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电子教案

项目一  数学与数学教育

课题                    导论

授课日期 授课类型 理论课 课时

项目

介绍

项目一  数学与数学教育

任务一  认识数学

任务二  我国小学数学教育发展历程

任务三  数学课程标准解读

学习

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数学产生的历史过程

掌握数学的性质和基本特征

能力目标：能够增强对数学和数学学科的认识

能够辨别小学数学课程的特点

素质目标：增强教师职业的责任感，培养爱岗敬业的精神

人文素养

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威廉·勃特勒·叶芝说：“教育不是注满

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一桶水浇下去，还是一桶水，不会有什么主

动的反应。一把火点起来却能够越烧越旺，放射出绚烂夺目的火光。教

师不应该忽视学生的接受度，只是机械地按照既定程序教授知识，进行

填鸭式教学；好的教育起到的作用应该像是点燃一把火，在传播知识的

同时，更应该耐心、细致地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自己多

发现、多创造，培养学生养成自觉学习、主动学习的优秀品质。

案例导入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

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月之繁，无处不用到数学。”数学的魅力令人着

迷。它包含着规律，蕴含着严谨的推理和逻辑，又应用和服务于人类生

活。然而，数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却至今是一个难以统一的问题。恩

格斯说：“纯数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所以是

非常现实的材料。这些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

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R．柯朗和 H．罗宾说：“数学，作为人类

思维的表达形式，反映了人们积极进取的意志、缜密周详的推理及对完

美境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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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随着时代的发展，数学发生了哪些变化？数学教学又产生了

哪些新的要求？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与学生现场观摩、实际操作、学习领悟相结合。

重点：

（一）数学的历史

（二）数学的特征

（三）我国小学数学教育发展历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2.学习苏联时期

3.开展“教育革命”时期

4.加强“双基”教学时期

5.数学教育面向现代化时期

6.数学教育的义务教育时期

7.实施素质教育。

（四）数学课程标准的教育目标

（五）数学课程标准的教学建议

重点

及难点

难点：

（一）数学课程标准的教育目标

（二）数学课程标准的教学建议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室、多媒体课件、实验室、数学研究机构等场所。

教学步骤及主要内容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任务导入

【教师】结合“学习目标”“人文素养”和“案例导入”谈一谈：

1.你对数学和小学数学教育的认识。

2.数学为什么要研究“可能的量的关系和空间形式”?

3.为什么要让学生通过操作来学习数学?

4.讨论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学数学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5.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和陈景润，在数学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

是什么？

6.数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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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为一名优秀的小学数学教师，应该在职业素养方面具备哪些

条件？

8.数学的本质是什么？

9.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学发生了哪些变化？

对数学教学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10.结绳计数法的优缺点具体有哪些？

11.作为小学生数学启蒙人，小学数学教师的责任是什么？

【学生】小组有选择性地讨论并回答以上问题。

【教师】归纳学生提出的想法，交流问题处理办法，激发学习新

知的兴趣，引出教学内容。

【学生】以“学习目标”“人文素养”和“案例导入”中的相关案

例和知识点为基础，进行数学与数学教育的相关讨论。

【教师】归纳学生提出的观点，每个小组交流互通。

讲授新知

项目一 数学与数学教育

任务一  认识数学

一、数学的历史

（一）从实际问题中产生

（二）从具体到抽象、从实验到理论

二、数学的特征

（一）研究方法的抽象性

（二）逻辑的严密性

（三）不确定性

（四）广泛的应用性

任务二  我国小学数学教育发展历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二、学习苏联时期

三、开展“教育革命”时期

四、加强“双基”教学时期

五、数学教育面向现代化时期

六、数学教育的义务教育时期

七、实施素质教育

任务三  数学课程标准解读

一、数学课程标准的教育目标

（一）核心素养内涵

1.核心素养的构成

2.在小学与初中阶段的主要表现

（二）总目标

（三）学段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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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学课程标准的教学建议

（一）制定指向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

1.教学目标要体现核心素养的主要表现

2.处理好核心素养与“四基”“四能”的关系

3.教学目标的设定要体现整体性和阶段性

（二）整体把握教学内容

1.注重教学内容的结构化

2.注重教学内容与核心素养的关联

（三）选择能引发学生思考的教学方式

1.丰富教学方式

2.重视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3.强化情境设计与问题提出

（四）进一步加强综合与实践

1.明确教学目标

2.设计教学活动

3.关注教学评价

（五）注重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的融合

1.改进教学方式

2.促进自主学习

问题解决

【教师】询问学生是否有尚未理解的地方

【学生】提出疑问

【教师】【学生】共同探讨解决

整体回顾 【教师】带领学生复习本项目的知识重点

【学生】简要复述知识点和知识框架

布置作业

【教师】请学生仔细阅读“阅读专栏”，并完成“复习思考题”

【学生】课后练习进行自我检测

课程总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数学的历史，数学的特征；我国小学数学

教育发展历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时期、

开展“教育革命”时期、加强“双基”教学时期、数学教育面向

现代化时期、数学教育的义务教育时期、实施素质教育；数学课

程标准解读。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可以了解和把握数学的历史、数学的特

征、我国小学教学教育发展历程、我国数学课程标准的演变与发

展等知识点，进一步加深了对数学和小学数学教育的认识。

教学反思

本项目的难点是需要掌握下列知识内容：

（一）数学课程标准的教育目标

（二）数学课程标准的教学建议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教师可以掌握小数数学学正确的学习方

法和研究方法，还可以指导学生进行小学数学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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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课程实习内容的学习，在加强技能实训的实践操练之

后，还可以帮助同学们学会如何将这门课程的理论知识运用于今

后的实际工作岗位中，这也实现了《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这门

课的教学目标。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电子教案

项目二  小学数学学习路径

课题                    导论

授课日期 授课类型 理论课 课时

项目

介绍

项目二  小学数学学习路径

任务一  形成数学概念

任务二  发现数学命题

任务三  解决数学问题

学习

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数学概念、数学命题、数学问题的含义

掌握各个学习路径的内容及其相应的教学策略

能力目标：能够阐述不同学习路径的含义，并制定对应的教学策略

能够根据学生的认知阶段规律，制定对应的教学方案

素质目标：培养博爱精神，对学生做到平等、尊重和爱护

人文素养

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说：“知教育

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与其墨守成

规，宁愿崇尚自然而为；与其追求一致，宁愿发展自己的个性。做人做

事不要人云亦云，在遵守法规、制度的基础上，还要具有自己的个性和

自己的思想。这是蔡元培崇尚的教学艺术思想，也很值得当代教育者认

真领会和学习。教育应该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特点，因材施教，根据学

生不同的气质和性格，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陪伴学生形成自己独特的

人格，而不是使学生成为整齐划一的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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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导入

赵老师在讲授“两位数乘两位数（不进位乘）”一课时，首先提出了

一个现实背景的问题，然后在学生根据情境列出算式“13×12”后，马上让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应该如何计算出正确答案。

思考：你认为这样的合作合适吗？为什么？小学生的学习过程应该

是怎样的？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与学生现场观摩、实际操作、学习领悟相结合。

重点：

（一）形成数学概念

1.数学概念的基本成分

2.形成数学概念的路径

3.形成数学概念的教学策略

（二）发现数学命题

1.学习数学命题的基本形式

2.发现数学命题的路径

3.发现数学命题的教学策略

（三）解决数学问题

1.解决数学问题的含义

2.影响解决数学问题的因素

3.解决数学问题的路径

重点

及难点

难点：

（一）发现数学命题

（二）解决数学问题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室、多媒体课件、实验室、数学研究机构等场所。

教学步骤及主要内容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任务导入

【教师】结合“学习目标”“人文素养”和“案例导入”谈一谈：

1. 什么是数学概念?

2. 数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请举例说明。

3.小学生数学概念形成的基本路径是什么?

4.小学生数学教学策略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5.小学生发现数学命题的基本路径是什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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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学生发现数学命题的教学策略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7.小学数学中解决数学问题的路径是什么?请举例说明。

8.数学技能的含义是什么？

9.数学概念同化的含义是什么？

10.表象过渡与多例比较有什么不同？

11.如何让学生巩固所学的数学知识？如何使用巩固练习？

【学生】小组有选择性地讨论并回答以上问题。

【教师】归纳学生提出的想法，交流问题处理办法，激发学习新

知的兴趣，引出教学内容。

【学生】以“学习目标”“人文素养”和“案例导入”中的相关案

例和知识点为基础，进行数学与数学教育的相关讨论。

【教师】归纳学生提出的观点，每个小组交流互通。

讲授新知

项目二 小学数学学习路径

任务一  形成数学概念

一、数学概念的基本成分

（一）名称

    （二）内涵和外延

（三）例证

二、形成数学概念的路径

（一）感知具体对象

（二）尝试建立表象

（三）抽象本质属性

（四）语言符号表示

（五）巩固练习运用

三、形成数学概念的教学策略

（一）多例比较

（二）多次归纳

（三）表象过渡

（四）语句理解

（五）操作体会

任务二  发现数学命题

一、学习数学命题的基本形式

（一）下位学习

（二）上位学习

（三）并列关系

二、发现数学命题的路径

（一）分析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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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现表述

（三）验证证明

（四）巩固运用

三、发现数学命题的教学策略

（一）通过试验发现数学命题

（二）通过归纳发现数学命题

（三）通过类比发现数学命题

（四）通过演绎发现数学命题

任务三  解决数学问题

一、解决数学问题的含义

（一）数学问题

（二）解决数学问题

二、影响解决数学问题的因素

（一）数学问题情境因素

（二）学生的知识经验基础

（三）解题策略的运用

三、解决数学问题的路径

（一）了解数学问题情境

（二）明确数学为的条件和目标

（三）寻求解决方法

（四）寻求解答并检验

（五）回顾反思

问题解决

【教师】询问学生是否有尚未理解的地方

【学生】提出疑问

【教师】【学生】共同探讨解决

整体回顾 【教师】带领学生复习本项目的知识重点

【学生】简要复述知识点和知识框架

布置作业

【教师】请学生仔细阅读“阅读专栏”，并完成“复习思考题”

【学生】课后练习进行自我检测

课程总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数学概念的基本成分、形成数学概念的路

径、形成数学概念的教学策略、学习数学命题的基本形式、发现

数学命题的路径、发现数学命题的教学策略、解决数学问题的含

义、影响解决数学问题的因素、解决数学问题的路径。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可以了解和把握形成数学概念、发现数

学命题、解决数学问题等知识点，进一步加深了对数学和小学数

学教育的认识。

本项目的难点是需要掌握下列知识内容：

（一）发现数学命题

（二）解决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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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教师可以掌握小数数学学正确的学习方

法和研究方法，还可以指导学生进行小学数学与教学相关的课程

实习内容的学习，在加强技能实训的实践操练之后，还可以帮助

同学们学会如何将这门课程的理论知识运用于今后的实际工作岗

位中，这也实现了《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这门课的教学目标。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电子教案

项目三  小学数学教学原则

课题                    导论

授课日期 授课类型 理论课 课时

项目

介绍

项目三  小学数学教学原则

任务一  小学教学原则概述

任务二  小学数学教学原则的内容

学习

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学科教学原则

掌握小学数学教学原则的含义和实施策略

能力目标：能够阐述小学数学教学原则的含义、特征

能够将教学原则渗入教学实践，灵活实施教学

素质目标：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做到因材施教

人文素养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说：“教育植根于爱。”爱是教

育的源泉，教师对自己的教育对象充满信心和爱心，才会有追求卓越和

创新的精神。教育不应只看到眼前和过去的利益，而是应该着眼于未来。

孩子们是国家的未来。作为启蒙的小学教育，更是重中之重。身为一名

光荣的人民教师，应当牢固树立敬业爱业的精神，不仅要不断提高自身

知识素质，耐心认真地传授给学生知识，还应当在教育中投入更多的爱，

让学生感受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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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导入

一只蜗牛不小心掉进了一口枯井里，一只癞蛤蟆爬过来安慰道：“这

井壁太高了，随遇而安吧。我在这里生活了多年，慢慢也就习惯了。”蜗

牛想：“井外的世界多美呀，我决不能像癞蛤蟆那样生活在又黑又冷的井

底里！”于是问癞蛤蟆道：“癞大叔，请问这口井有多深？”“这井有 10米

深，你小小的年纪，又背负着这么重的壳，怎么爬上去呢？”蜗牛沉默不

语，它要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它顺着井壁往上爬。到傍晚终于爬了 5米，

蜗牛特别高兴，心想：“照这样的速度，明天傍晚我就能爬上去。”然而，

它太累了，便决定睡上一觉。早上，蜗牛惊奇地发现自己睡着后从井壁

上向下滑落了 4米。蜗牛叹了一口气，咬紧牙又开始往上爬。到了傍晚

又往上爬了 5米，可是晚上蜗牛又向下滑落 4米。爬呀爬，最后坚强的

蜗牛终于爬上了井台。

思考：你能算出来蜗牛爬上井台用了多长时间吗？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与学生现场观摩、实际操作、学习领悟相结合。

重点：

（一）小学教学原则概述

1.学科教学原则

2.小学教学的基本原则

（二）小学数学教学原则的内容

1.直观与抽象相结合的原则

2.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原则

3.原型与模型相结合的原则

4.算法与算理相结合的原则

重点

及难点

难点：

（一）小学教学的基本原则

（二）小学数学教学原则的内容

1.直观与抽象相结合的原则

2.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原则

3.原型与模型相结合的原则

4.算法与算理相结合的原则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室、多媒体课件、实验室、数学研究机构等场所。

教学步骤及主要内容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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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导入

【教师】结合“学习目标”“人文素养”和“案例导入”谈一谈：

1. 什么是教学原则?

2. 小学教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3.“直观与抽象相结合的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4.“直观与抽象相结合的原则”的实施策略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5.“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6.“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原则”实施策略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7.“原型与模型相结合的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8.“原型与模型相结合的原则”实施策略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9.“算法与算理相结合的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10.“算法与算理相结合的原则”的实施策略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11.如何做好理论联系实际？

【学生】小组有选择性地讨论并回答以上问题。

【教师】归纳学生提出的想法，交流问题处理办法，激发学习新

知的兴趣，引出教学内容。

【学生】以“学习目标”“人文素养”和“案例导入”中的相关案

例和知识点为基础，进行数学与数学教育的相关讨论。

【教师】归纳学生提出的观点，每个小组交流互通。

讲授新知

项目三  小学数学教学原则

任务一  小学教学原则概述

一、学科教学原则

（一）科学性

（二）学科性

（三）针对性

二、小学教学的基本原则

（一）直观性原则

（二）启发性原则

（三）巩固性原则

（四）循序渐进原则

（五）因材施教原则

（六）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七）量力性原则

（八）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统一原则

任务二  小学数学教学原则的内容

一、直观与抽象相结合的原则

（一）含义

（二）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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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原则

（一）含义

（二）实施案例

三、原型与模型相结合的原则

（一）含义

（二）实施案例

（三）实施策略

四、算法与算理相结合的原则

（一）含义

（二）实施案例

（三）实施策略

问题解决

【教师】询问学生是否有尚未理解的地方

【学生】提出疑问

【教师】【学生】共同探讨解决

整体回顾 【教师】带领学生复习本项目的知识重点

【学生】简要复述知识点和知识框架

布置作业

【教师】请学生仔细阅读“阅读专栏”，并完成“复习思考题”

【学生】课后练习进行自我检测

课程总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学科教学原则；小学教学的基本原则；小

学数学教学原则的内容包括：直观与抽象相结合的原则、归纳与

演绎相结合的原则、原型与模型相结合的原则、算法与算理相结

合的原则。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可以了解和把握学科教学原则、小学教

学的基本原则、小学数学教学原则等知识点，进一步加深了对数

学和小学数学教育的认识。

教学反思

本项目的难点是需要掌握下列知识内容：

（一）学科教学原则

（二）小学教学的基本原则

（三）小学数学教学原则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教师可以掌握小数数学学正确的学习方

法和研究方法，还可以指导学生进行小学数学与教学相关的课程

实习内容的学习，在加强技能实训的实践操练之后，还可以帮助

同学们学会如何将这门课程的理论知识运用于今后的实际工作岗

位中，这也实现了《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这门课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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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电子教案

项目四  小学数学教学方法

课题                    导论

授课日期 授课类型 理论课 课时

项目

介绍

项目四  小学数学教学方法

任务一  小学数学教学方法概述

任务二  小学数学教学的基本方法

任务三  小学数学教学的综合方法

任务四  小学数学教学的辅助手段

学习

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小学数学教学方法的基本含义与选择依据

掌握综合教学方法的特征和使用注意事项

掌握小学数学教学的传统辅助手段与现代辅助手段

能力目标：能够灵活使用各种教学方法，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能够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扩大知识的广度和趣味性

素质目标：树立“以生为本”的理念，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人文素养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

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

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孔子在对弟子们讲述或是与弟子们一起探

讨时，总是循循善诱；同时将个人的思想以及教育内容，几乎全都渗透

在具体的生活起居、人伦性情及礼乐政事等方面。即便是生活中最平常

的事情，他也可以让学生们从中明白许多道理。教书育人，不仅需要有

灵动的教育智慧，目标明确，因材施教；还要有高尚的人格，并且保持

对真、善、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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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导入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有趣的数学故事。一个小女孩从幼儿园放学回到

家中，和数学家父亲有了下面的对话。

父亲：“你今天学了什么？”

女儿高兴地回答道：“我们今天学了‘集合’。”

数学家想道：对于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来说，女儿的年龄太小

了。因此，他关切地问道：“你懂了吗？”

女儿肯定地回答：“懂了，一点都不难。”

听了女儿的回答，父亲还是放心不下，因此，他追问道：“你们的老

师是怎样教的？”

女儿说：“老师先让班上的所有男孩站起来，然后告诉大家这就是男

孩子的集合；其次，她又让所有女孩子站起来，并说这就是女孩子的集

合；接下来又是白人孩子的集合，黑人孩子的集合等。最后，老师问大

家：‘是否都懂了？’她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这样的教学方法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因此，父亲就以如下的问题

作为最后的检验：“那么，我们能否以世界上所有的匙子或土豆组成一个

集合呢？”

迟疑了一会儿，女儿最终回答道：“不行！除非它们都能站起来！”

这个有趣的故事描述了三个主要的情节：教师教学的情节、学生学

习的情节、数学家评估的情节。

思考：教师教什么，学生就会接受什么吗？教师的教学技能有问题

吗？教师应该如何教学才能避免学生出现对概念的错误理解？

教学方法 教师讲解与学生现场观摩、实际操作、学习领悟相结合。

重点

及难点

重点：

（一）小学数学教学方法概述

1.小学数学教学方法的含义

2.小学数学教学方法的选择依据

3.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二）小学数学教学的基本方法

1.以教师呈现为主的教学方法

2.以师生互动为主的教学方法

3.以学生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

（三）小学数学教学的综合方法

1.活动教学法

2.问题教学法

3.探究教学法

（四）小学数学教学的辅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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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辅助手段的价值

2.传统的教学辅助手段

3.现代化的教学辅助手段

难点：

（一）小学数学教学方法的含义

（二）小学数学教学的基本方法

（三）活动教学法

（四）问题教学法

（五）探究教学法

（六）教学辅助手段的价值

（七）传统的教学辅助手段

（八）现代化的教学辅助手段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室、多媒体课件、实验室、数学研究机构等场所。

教学步骤及主要内容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任务导入

【教师】结合“学习目标”“人文素养”和“案例导入”谈一谈：

1. 什么是教学方法？

2. 小学数学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方法有哪些？

3. 举例说明小学数学每种教学方法分别有哪些优缺点。

4.小学数学中,PPT课件的制作应注意什么问题？

5.小学数学教学方法的含义是什么？

6.如何理解小学数学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7.以教师呈现为主的教学方法主要有哪些？

8.以师生互动为主的教学方法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9.什么是活动教学法？

10.什么是问题教学法？

【学生】小组有选择性地讨论并回答以上问题。

【教师】归纳学生提出的想法，交流问题处理办法，激发学习新

知的兴趣，引出教学内容。

【学生】以“学习目标”“人文素养”和“案例导入”中的相关案

例和知识点为基础，进行数学与数学教育的相关讨论。

【教师】归纳学生提出的观点，每个小组交流互通。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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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新知

项目四  小学数学教学方法

任务一  小学数学教学方法概述

一、小学数学教学方法的含义

（一）注入式

（二）启发式

（三）导学式

二、小学数学教学方法的选择依据

（一）教学内容

（二）教育目标

（三）学生

（四）教师

三、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一）教学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程序结构

（二）不同的学习任务和目标可以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三）同样的教学方法可以有不同的行为方式

（四）教学方法在一堂课中往往是交替使用的

任务二  小学数学教学的基本方法

一、以教师呈现为主的教学方法

（一）讲授法

（二）演示法

二、以师生互动为主的教学方法

（一）对话法

（二）讨论法

三、以学生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

（一）发现法

（二）练习法

（三）操作实验法

任务三  小学数学教学的综合方法

一、活动教学法

二、问题教学法

三、探究教学法

任务四 小学数学教学的辅助手段

一、教学辅助手段的价值

    （一）更好地获得对知识的理解

（二）传统的教学辅助手段

        （三）加强师生在课堂上的交互作用

二、传统的教学辅助手段

（一）板书

（二）教具和学具

三、现代化的教学辅助手段

（一）电教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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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媒体

问题解决

【教师】询问学生是否有尚未理解的地方

【学生】提出疑问

【教师】【学生】共同探讨解决

整体回顾 【教师】带领学生复习本项目的知识重点

【学生】简要复述知识点和知识框架

布置作业

【教师】请学生仔细阅读“阅读专栏”，并完成“复习思考题”

【学生】课后练习进行自我检测

课程总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小学数学教学方法的含义、小学数学教学

方法的选择依据、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以教师呈现为主的教学方

法、以师生互动为主的教学方法、以学生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

小学数学教学的综合方法（活动教学法、问题教学法、探究教学

法）、小学数学教学的辅助手段（教学辅助手段的价值、传统的教

学辅助手段、现代化的教学辅助手段）。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可以了解和把握小学数学教学方法、小

学数学教学的基本方法、小学数学教学的综合方法、小学数学教

学的辅助手段等知识点，进一步加深了对数学和小学数学教育的

认识。

教学反思

本项目的难点是需要掌握下列知识内容：

（一）小学数学教学方法概述

1.小学数学教学方法的含义

2.小学数学教学方法的选择依据

3.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二）小学数学教学的基本方法

1.以教师呈现为主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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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师生互动为主的教学方法

3.以学生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

（三）小学数学教学的综合方法

1.活动教学法

2.问题教学法

3.探究教学法

（四）小学数学教学的辅助手段

1.教学辅助手段的价值

2.传统的教学辅助手段

3.现代化的教学辅助手段

通过本项目的学习，教师可以掌握小数数学学正确的学习方

法和研究方法，还可以指导学生进行小学数学与教学相关的课程

实习内容的学习，在加强技能实训的实践操练之后，还可以帮助

同学们学会如何将这门课程的理论知识运用于今后的实际工作岗

位中，这也实现了《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这门课的教学目标。

《小学数学课程与教学》电子教案

项目五  小学数学教学技能

课题                    导论

授课日期 授课类型 理论课 课时

项目

介绍

项目五  小学数学教学技能

任务一 小学数学教学的导入技能

任务二 小学数学教学提问与理答技能

任务三 小学数学教学小结与总结技能

任务四 小学数学教学的板书技能

任务五  小学数学教学的说课技能

 

学习

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小学数学教学导入的原则与方法

掌握小学数学教学提问与理答的原则与方法

掌握小学数学教学总结的原则与类型

掌握小学数学教学板书的类型与内容

能力目标：能够灵活使用各种教学技能，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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