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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节课只有短短的几十分钟，既要保证完成应 有 的 教 学 任 务，又 要 让 学 生 能 够 听 懂、掌 握 相 应 的 知 识，使 得 自 身 技
能得到提升，这对于每个老师而言都是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然而，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老师在讲台上讲解得筋疲力尽，而
学生却听得云里雾里，这是因为老师缺乏在课堂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在课堂上进行有效的针对性辅导，既能够让学生实现
自我突破，更容易听懂，也能够让老师避免学生不懂而重复讲课。针对这点，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小学数学的教学经历，在这里
简单谈谈自己的几点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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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数学课堂的教学现状

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往往能看到一个班级有一部
分人学习非常刻苦，理解能力较强，老师讲解以后，他们就能
够理解透彻，并且在做题中运用自如，自然而然成绩也好，能
力突出，但是理解 能 力 强 的，只 是 少 数 人。同 时 可 以 看 到 有
一小部分人学习非常 懒 散，上 课 纪 律 较 差，上 课 没 法 专 注 听
讲，自然而然也就什 么 都 没 学 到，成 绩 极 差，学 习 能 力 极 差。
而大部分人都是学习 得 挺 认 真 的，作 业 也 认 真 完 成 了，但 是
成绩一般。老师在讲台上使尽浑身解数，大多数同学也炯炯
有神的在听课，但是成 绩 仍 然 很 一 般，这 是 因 为 大 部 分 学 生
虽然能够理解老师所讲授的内容，但是还不能够理解透彻并
加以运用，同时又缺乏课堂上的针对性辅导。
二、针对性辅导的学生类型

一个 班 级 正 常 情 况 下，都 是 几 十 个 人，而 他 们 的 学 习 能
力不同，所遇到的困难 也 不 同，自 然 而 然 要 对 学 生 进 行 辅 导
也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要在课堂上更好地进行针对性
的辅导，就要进行分层 教 学，以 学 生 学 习 所 遇 到 的 难 题 为 突
破口，对需要辅导的学生进行分类。笔者认为可以将班级大
致分为以下三类。第 一 类，学 习 能 力 强，接 受 新 事 物 速 度 快
的优秀生。这类学生 需 要 的 不 是 辅 导，而 是 引 导，因 为 他 们
能够自主地学习 掌 握 课 堂 的 内 容。因 此，教 师 针 对 他 们，应
该引导他们自学新内容或扩展课外知识，因为此时如果再一
味地讲解课本上的基 础 习 题，不 仅 是 浪 费 时 间，反 而 会 引 起
他们的抵触情绪。第 二 类，学 习 能 力 一 般，上 课 纪 律 良 好 的
大多数人，这类学生虽 然 上 课 都 感 觉 能 够 听 懂，但 是 总 是 理
解不够透彻，所以 总 在 运 用 知 识 的 时 候 难 以 下 手。第 三 类，
学习能力较差或者上课纪律极差的学生，这类孩子也是占班
级的极少数而已，但是 因 为 人 是 会 互 相 影 响 的，尤 其 在 小 学
阶段，互相模仿学习的心理较重，所以这类学生更不能忽视。
三、如何进行有针对性的分层辅导

因为一个班 级 人 数 众 多，而 每 个 人 的 学 习 情 况 都 不 一
样，但是大致可以分为 上 述 的 三 类，因 此 在 开 展 课 堂 针 对 性
辅导时，可以以学生的类型为依据进行分层辅导。

（一）优秀学生引导为主，提倡自主学习
针对优秀学生以引导为主，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学习认

真专注、理解能力强的优秀学生不仅不需要老师强调课堂纪
律，而且能对大部分所 学 的 内 容 迅 速 掌 握，并 在 实 践 中 使 用
得炉火纯青。所以，教师不必在课本上简单的例题上浪费太
多精力，而应该引导这 类 学 生 提 前 自 主 学 习 新 的 课 程，或 者
将课本上简单的例题 进 行 修 改 复 杂 化 并 要 求 学 生 采 取 多 种
方式进行解题，刺 激 优 秀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另 一 方 面，也 可
以鼓励学生当课堂小老师，辅助周边的学习较差的学生。让
学习能力强的学生通过给他人讲课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又
锻炼了这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胆量。

对于 学 习 成 绩 好、能 力 突 出 的 学 生 以 引 导 为 主，鼓 励 孩
子自主学习，既可以让 老 师 节 省 精 力，把 更 多 精 力 放 在 其 他
更需要的人身上，又可 以 发 挥 这 类 学 生 的 主 观 能 动 性，取 得
一举两得的效果。

（二）重点突破 读 题 技 巧，实 现 知 识 理 解 与 解 题 之 间 的
转化

针对上课纪律良好，但是学习能力一般的孩子之所以学
习成绩不理想，是因为 他 们 虽 然 能 够 专 注 听 讲，但 是 不 懂 得
听课技巧，所以对所讲 授 的 知 识 点 总 是 理 解 不 够 透 彻，或 者
说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是一知半解，不知道如何运用在实践做
题当中。因此，对于 他 们 教 师 应 该 重 点 辅 导 他 们 如 何 听 课，
如何读题目，如何在做题中运用课本的知识。在上课的过程
中带领学生一 起 读 题 目，示 范 如 何 从 题 目 中 提 取 有 用 的 信
息，并讲解如何运用这些信息。针对这类学生要重点突破读
题技巧，采取抓关键字 的 做 法 学 会 怎 么 读 题 目，让 学 生 能 够
理解问题考查的知识 点 是 什 么，以 题 目 出 发，教 会 学 生 读 懂
题目，从而加深对课 本 上 理 论 的 理 解 与 应 用。例 如 在《万 以
内的加法和减法》一课中，老师抛出例题：“桌子上有１５２５克
的瓜子，小明拿 走 了 ７８５克，那 么 桌 子 上 还 剩 多 少 克 瓜 子？”
老师带领学生读题目过程中，引导学生抓住题目中“拿走”与
“剩”这两个关键字眼，就知道瓜子是少了，而不是多了，所以
要用减法，自然而然也就做对了。

（三）从简单入手，让后进生也有所收获
针对学习能力较差 或 者 上 课 纪 律 较 差 的 学 生 进 行 辅 导

的话，则要从简单 的 要 求 入 手。对 于 上 课 纪 律 良 好，但 是 学
习能力较差的，则降低其学习难度，从简单的问题为突破口，
增强学生学习的信心。例如在《小数的乘法》一课中，针对这
类学生教师就应该降低其学习难度，从最简单的一位小数与
一位小数相乘入手，在学生熟练掌握后再逐步增加难度学习
两位小数相乘，最后再学习相对复杂的三位及以上小数的相
乘。另一方面，对于 上 课 纪 律 较 差 的 孩 子，则 侧 重 于 要 求 他
们遵守课堂纪律，因为 这 类 孩 子 学 习 能 力 并 不 差，甚 至 有 个
别学习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因此，教师在对这类孩子进行
针对性辅导时，先强调课堂纪律，以生活例子来导入，要求他
们抬起头来积极参与 学 习 活 动。例 如 在《长 方 形 和 正 方 形》
一课中，要求他们注意 观 察 生 活 中 哪 些 是 正 方 形，哪 些 是 长
方形？他们都能够迅速反应。
四、结束语

总而 言 之，在 小 学 数 学 课 堂 上 要 进 行 有 针 对 性 的 辅 导，
老师首先应该充分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再根据学生自身的
特色进行分类，从而采 取 不 同 的 辅 导 方 法，才 能 够 做 到 有 的
放矢，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何更好地对班级的学生进行
分类，不同的类型的学生采取什么样的辅导方法更具有针对
性，这需 要 无 数 的 数 学 教 育 工 作 者 共 同 努 力 贡 献 自 己 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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