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理性思

维的起点，也是提升学生数学能力、

完善学生数学思维的重要时期。伴

随“双减”政策的落地，当前的小

学数学教学形式发生了一系列改

变。教师不仅要在课堂中兼顾学生

的学习状态和兴趣，还要避免给学

生带来较大的学习压力，保障学生

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小学数学

课后延时服务这项内容逐渐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关注。基于此，文章探

析了“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延时

服务教学的具体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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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小学数学课后延时服务的
 实施细则

张荣华

随着“双减”政策的提出，如

今的数学教学形式和教学理念都发

生了相应的变化。在当前的小学数

学课堂中，教师更加注重学生自主

能力的养成和数学心理的激发以及

培养。当有学生愿意利用课余时间

提升自我、拓宽视域时，教师有必

要给学生展开相应的课后延时服

务，让学生融入课后延时服务中，

自主复习知识和培养兴趣爱好等。

一、 “双减”政策及课后

延时服务的概念

( 一 ) “双减”政策的概念及
其内在含义

所谓“双减”政策，是顺应

时代浪潮，由教育部提出的一项为

学生减压减负的教学指导意见，集

中体现了两方面的内容。首先，为

义务阶段的学生减压减负，在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数量的前提

下，降低作业难度，让学生在规定

的时间内能够完成作业，避免学生

陷入大量烦琐的课后作业中，影响

学生的休息和成长。其次，“双减”

政策也要求学生家长减轻学生课后

培训的负担，这一点与课后延时服

务息息相关。降低学生课后培训负

担，能够保障学生休息和成长的时

间，也能够体现义务教育育人的核

心理念。同时，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开展及时有效的课后延时服务，也

不失为一种提升学生的手段。

( 二 ) 课后延时服务的概念及

目的

所谓课后延时服务，是指每周

一到周五，学生下午放学后，家长

和学生自愿申请参加校内辅导，由

教师对自愿参加辅导的学生进行集

中管理和指导，在带领学生复习知

识和整合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

以实践探索和应用知识为目标，提

升学生对于知识的认知。课后延时

服务中的教学是以发展学生学习兴

趣和学习爱好为基础的教学，涉及

的教学知识不超过课标规定的部

分，不会给学生学习和接受知识带

来相应的压力，只会让学生能够更

加熟练地利用和熟悉自己已学习的

知识内容。在课后延时服务中，教

师是以学生的陪伴者和引导者的身

份带领学生成长和认知，在督促学

生完成书面作业，引导学生理解知

识的基础上，减轻学生家长对于学

生的教育负担。这种课后服务的模

式，很好地契合了“双减”政策的

两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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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双减”政策下小学

数学课后延时服务的作用

( 一 ) 有利于丰富学生的课后

生活

在“双减”政策提出以前，学

生放学后多是回家，部分家长给学

生报补习班或者辅导班，给学生的

学习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另外一部

分学生由于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

接触到的学习资源和学习内容相对

贫乏，学生在家中经常感到无所事

事，只能去玩手机和看电视，既荒

废了自身大量的时间，也未能在课

下进一步巩固自身学习的知识。这

种现象会导致学生的学习水平参差

不齐。“双减”政策提出之后，学

校积极地开展课后延时服务，能够

让教师带领学生亲自去体验数学知

识，理解数学知识和复习数学知识，

以形象和趣味的活动游戏等方法让

学生在情境互动中应用知识。这能

够在极大程度上丰富学生的课余

生活，让学生养成热爱数学学习的

习惯。

( 二 ) 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养

在“双减”政策提出后，小学

阶段数学教学的要求也发生了相应

的变化。如今的小学数学教学更加

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养成和个人水

平的提升，逐渐摒弃了以往练习式

的课堂教学模式。“双减”政策的

提出，让许多教师对“给学生布置

怎样的作业？布置多少作业？”的

问题产生了相应的疑惑，导致部分

学生在完成作业后，其数学水平难

以得到有效的提升。面对这类问题，

推行课后延时服务便能够很好地解

决。在课后延时服务中，教师可以

督促学生完成作业，辅导学生的功

课或指导学生解决在完成作业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以“温故而知新”

的方式，帮助学生探寻更多的内容。

同时，学生在课后延时服务中能够

贴近教师的思维，理解教师是如何

解答一系列问题以及得出结论的。

此外，在课后延时服务中，教师能

够给予学生一个平等对话的空间，

与学生和睦相处，了解学生学习上

的困境，以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和综

合素养为己任，致力于学生数学水

平的提升。

三、 “双减”背景下开展

小学数学课后延时服务的

策略

( 一 ) 转变思维，明确课后延
时服务的目标

开展课后延时服务的目的并不

是向学生讲述新知识、讲授新课，

而是要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丰富

学生的课余生活，让学生置身于数

学环境下，掌握数学的实际应用，

理解数学的本质内涵，并根据已学

知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数学问

题。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前提

下，让学生对数学形成更加深刻的

认知，有利于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

提升。

例如，在教学“圆”这一章节

后，为了进一步强化学生对于圆的

性质以及相关应用的掌握，教师可

以在课后延时服务中带领学生走出

去，以校园中的实际内容强化学生

对于圆的知识的应用。比如，教师

可以找到圆形的花坛，让学生动手

测量圆形花坛的周长，通过周长，

让学生根据 C=dπ 去求圆形花坛

的直径。假设测出的圆形花坛的周

长为 12.56m，那么根据圆的周长

公式就能够算出圆的直径 d=4m，

半径 r=2m；得出半径之后再根据

圆的面积公式 S=πr2 可以得出圆

的面积为 2×2×3.14=12.56m2。为

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帮

助学生丰富自身的课余生活，教师

可以让学生去测量圆形花坛周围的

水泥台的宽度，思考圆形花坛的水

泥台的面积是多少。学生在得出结

果之后就能发现，如果水泥台的宽

度为 R，那么最终水泥台的面积应

当为 S=πR2-πr2，经过整理得出

S=(R2-r2)π。通过这种贴近生活实

际的课后延时教学，能够让学生亲

自解决一些有趣的数学问题，在巩

固学生知识点应用的前提下，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举多得。

( 二 ) 立足实际，规范课后延

时服务的内容

在课后延时服务中，课后辅导

的内容也要有一定的限制。教师在

给学生进行课后辅导的过程中，要

兼顾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

趣，避免在课后辅导过程中给学生

讲解新知识，而是应该安排学生完

成课上布置的作业，自主复习课上

所学的内容，强化对所学知识的理

解，让学生在产生疑问时向教师提

问，以此让学生对知识点的认识更

加清晰。

例如，在教学完“简易方程”

这一知识点后，由于简易方程作为

小学阶段的重难点内容，教师在课

堂的最后要给学生布置相应的作

业，让学生理解简易方程的具体应

用及其与生活的联系。比如，“在

一次旅游团购中，小明一家 5 口人，

一共花费了 1000 元。已知小明父母

两人的成年人的票价为 365 元。那

么小明兄妹三人，每个人的单人票

价是多少？”除此之外，教师要

为学生布置“已知芹菜的价格为 X

元每斤，香菇的价格是芹菜的 3 倍

还要多 5 元。小明的妈妈买了 2 斤

芹菜和 2 斤香菇，一共花费了 34

元。那么两种蔬菜每斤分别是多少

元？”对于这两个题目，学生往往

会解决第一道题，但难以解决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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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题。因为第一道题中，只需要学

生将儿童票设为 X 元，就能够得

出 3X+365×2=1000 这个等式，利

用移项等方式解开这个等式，最终

就能够得出结果 X=90。面对第二

道题，学生往往难以得出结论。这

时，教师要在课后延时服务中对

学生进行指导，让学生理解，将

香菇的价格设成 3X+5，可以得出

2X+2(3X+5)=34，解出 X=3。在这

样的课后延时服务中，教师以辅导

学生功课为主要任务，强化学生对

数学知识的应用，有利于学生数学

水平的提高。

( 三 ) 统筹规划，合理利用课

后延时服务时间

为了促使课后延时服务的开

展更加合理，真正能够帮助小学阶

段的学生提升数学水平，教师应当

在课后延时服务中为学生讲解数学

知识的预习认知、复习巩固的具体

方法，并安排好相应的时间，尽量

不给学生带来负担，让学生找到数

学知识的一般应用，体会数学知识

在实际生活中的存在。之后让学生

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相应的数学任

务，提升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

例如，在教学完“小数乘法”

这一章节后，教师应当明确“小数

乘法”这一章节需要学生掌握的知

识点，如小数乘法的运算法则以及

小数乘法的意义，并在课后延时服

务中合理分配相应的时间，帮助学

生掌握这一部分知识。比如，教师

可以在课后延时服务的前半个小时

着重为学生复习小数乘法的运算法

则，让学生“温故而知新”。对于

7.6×3.2 这种小数乘法，先将其看

为整数，先计算 76×32=2432。由

于 7.6 和 3.2 都有一位小数，所以

小数点从右向左移两位，最终的结

果为 7.6×3.2=24.32。为了验证学

生是否掌握了这部分知识，教师可

以在课后延时服务中让学生自己做

题，最后与其他学生比较答案。在

半个小时的复习时间后，教师要设

计一些趣味性的问题，让学生理

解小数乘法和实际生活的关系，如

“有一块梯形的田地，其底面宽度

为 3.6m，上面的宽度为 2.8m，这

块田地的高度为 4.2m，求这块田

地的面积。”对于这道题目，需要

学生结合多边形面积进行解答。学

生在回忆和应用知识时，会得出

(3.6+2.8)×4.2÷2=13.44m2 这 一 结

果。教师要给予学生鼓励，并告知

学生小数乘法与实际生活息息相

关。教师如此规划课后延时服务，

能够发挥出课后延时服务的真正

作用。

( 四 ) 重视反思，评价课后延

时服务的作用

要想校验课后延时服务的作

用，就需要让学生成为发言者。为

此，教师在每次课后延时服务中要

专门留出一定的时间开展课后延时

服务评价，让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

彼此评价，回顾和反思在课后延时

服务中学习的内容。教师再根据学

生的表现以及知识点掌握的情况进

行相应的评价，以这种方法改进课

后延时服务中存在的不足，发挥课

后延时服务的作用。

例如，在教学完“圆柱与圆

锥”这一知识点后，教师应当在

课后延时服务中给学生一张 A4 卡

纸，让学生用卡纸制作一个圆柱。

如果学生难以制作相应的立体圆

柱，教师可以让学生思考出现这一

问题的原因，如圆柱的侧面长度是

否等于上底面圆的周长 C。让学生

先进行思考，按照自身的想法和逻

辑动手操作。当大多数学生都能够

在这一动手实践活动中完成圆柱体

的制作后，教师要让学生畅谈自身

在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比如，再选

定圆柱侧面卡纸时，需要根据圆的

周长公式 C=dπ 算出需要的长度；

圆柱的侧面面积等于矩形卡纸的面

积 S=ab。接着，教师可以让学生

利用圆柱的体积公式 V=Sh 计算自

己动手制作的圆柱体积。随后，教

师要让学生开展相应的课后延时服

务评价，让学生主观归纳自身学到

的知识，鼓励学生互相评价，找到

学习漏洞。最后，教师根据每个学

生的表现情况告诉学生应当加强的

部分。在这种回顾与评价的课后延

时服务中，能够显著地提升课后延

时服务的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双减”政策

不断落实，合理且有效地开展课后

延时服务，对于提升学生的数学水

平、完善学生的数学认知具有重要

的作用。教师应当明确课后延时服

务的根本作用，理解课后延时服务

的特点，尽可能地发挥出课后延时

服务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提升学生

对知识点的认知的作用和价值，让

学生能够在课后延时服务中掌握数

学知识的具体应用，理解数学知识

的来源和趣味性，以提高学生的数

学综合水平。（作者单位系涟水县

幸福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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