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课堂练习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手段。小学数学课堂练习的设计既要让学生巩固

所学知识、形成技能、发展思维，还要帮助教师通过学生的答题情况了解课堂教学效果，发现问题以及时调整教

学活动、环节安排等。可见，提高小学数学练习设计、开发的有效性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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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注教材意图，教材习题“练到位”

教材上的练习设计具有针对性和综合性的特点，

并从学生的认知角度出发帮助学生掌握和巩固新学知

识，能让学生通过练习形成必要的数学技能，锻炼思维，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教师要充分用好教

材上的练习题，充分发挥练习题的作用，即让学生通

过练习，巩固知识点，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累加数

学学习经验，内化数学思想方法。例如，一年级上“2 ～ 5

的分与合”一课，有练习题“照样子接着画”，如图 1

所示。

图 1 “照样子接着画”

练习“照样子接着画”的落脚点是思维，是学生

如何想到要这么画；是学生的读图能力，是让学生学

会读图，能发现图中蕴含的数学信息或规律；练习表

达 3、4、5 的分与合，训练学生的表达能力。

二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表内乘法和表内除法（二）”

在练习中安排有相关的几道题组成的题组，解答题组

练习时，学生不仅要分析各题的数量关系，还要体会

各题之间的其他关系，感受“几个几相加”问题与平

均问题可以相互转化。例如：

（1）7 组小朋友做游戏，每组 4 人，一共有多少人？

（2）28 个小朋友做游戏，每 4 人一组，可以分成

几组？

（3）28 个小朋友做游戏，平均分成 7 组，每组有

几人？

组织学生先自己读题、审题，再全班反馈，这三

题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然后让学生独立列式计算。

反馈后，重点先让同桌之间相互说一说列式的想法，

再组织全班反馈：①求 7 个 4 相加，用乘法；②求 28

里面有几个 4，用除法；③把 28 平均分成 7 份，求每

份是几，用除法。通过这一题组的练习，要让学生初

步感知：这三道题都是“组数”“每组数”和“总人数”

三个量，已知“组数”和“每组数”，可以求“总人数”；

已知“总人数”和“每组数”，可以求“组数”；已知“组

数”和“总人数”，可以求“每组数”。

只有学生真正领会每道实际问题的运算含义，才

能形成技能，提高解题能力，提高解题正确率，为学

生后续学习较复杂的实际问题夯实基础、积累经验。

二、 关注学生思维发展，引领学生“真学习”

教材上的一道题如图 2 所示。

图 2 教材习题

教师 1 的处理方式如下：分先后出示 2 列火车，

先出示前一列，让学生观察这列火车上有什么，引导

学生知道每节车厢上下 2 个数合成 4，然后学生来填

写后 2 节车厢上的空格；接着出示第二列火车，让学

生完成，交流各个空格应填的数。

教师 2 的处理方式如下：

师：出示第一列火车，请你来观察小火车，你有

紧扣教材练习内涵，发展学生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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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发现？

生 1：我发现每节车厢有上下两层。

生 2：我还发现上面的数和下面的数合成 4，在火

车头有个 4。

……

师：所以要填的数要和车厢上已有的数合成 4，下

面请大家在书上填一填。

这两位教师都用了这个能激发学生兴趣的题目，

但都没有用好、用到位。显然两位教师的设计只是为

了完成教材上的练习而开展练习的，练习的目的仅限

于机械地完成 4 和 5 的分与合，缺少学生主动参与的、

真正的学习过程。对于这一练习题，教师可以先让学

生观察数字特点后，自己来填一填第一列火车上的空

格，然后组织交流说一说“你这样填的道理”，辨一

辨“为什么要这样填”，从而让学生明白，第二节车

厢，既可以想 4 分成 2 和 2，所以填 2；还可以想 2

和 2 合成 4，所以填 2；第三节车厢，既可以想 4 分成

3 和 1，也可以想……这样既巩固对数的分与合的认识，

进一步体会数的分与合的关系，让学生在自主观察中

发现规律，在填数说道理、辨理中实现思维碰撞，真

正参与学习，积累相关学习经验，获得成功体验。

三、 关注关键能力发展，发掘学生“潜

能量”

练习的设计要减少单一的模仿练习，要加强练习

的层次性、综合性及开放度，从而扩大学生的思维空间，

有效挖掘学生的创造潜力。教师要不失时机地运用开

放性的练习引导学生学会分析、筛选、思考、整合。

在教学“5 的乘法口诀”新课时，刚结束 5 的乘

法口诀的编写，还没有进行有效的练习帮助学生记忆，

有教师大胆提问—

师：如果你忘了某一句口诀（如：三五十五），你

怎么办？

生 1：可以从一五得五、二五一十，这样从头开始

往下想。

生 2：想 3 个 5 相加来算。

……

这些练习的目的是帮助学生记忆乘法口诀，并让

学生体验相邻口诀之间的关系，帮助他们认识到：当

一时忘记某句乘法口诀时，可以根据这句口诀的上一

句或下一句来推想。

在学生还没有进行适度的练习时就提出这样的要

求为时过早，可以适当延后，在适当的时机出现，在

对口诀、背口诀的过程中，在学生出现“卡壳”时提

出来更为合适，让学生觉得更有需要，更能让学生有

获得感。同 时， 教 师 可 以 安 排 题 目 如“3 个 5 比 2

个 5 多（   ）”等，引导学生不断加深对相邻口诀之间

关系的认识，逐步提高推想能力，同时获得学习方法。

四、 开发性用好教材练习，引领学生“深

度学”

教师在设计练习时吃透教材，把握每一道习题的

内涵，用好每一道习题。在尊重教材意图的基础上，

挖掘练习承载的内涵，设计出既符合教学目标，又符

合学生特点的练习题型。笔者以图 3 所示的习题为例

展开论述。

图 3 乘法练习题

教师可以改编图 3 中的素材，变为“跳 5 次，比

一比，小青蛙和小兔子谁跳得远？你打算怎么比较？”

这样就成了一个开放的问题，学生可能画一画，可

能直接用乘法算，也可能直接用口诀“三五十五、

四五二十”，可能有多种情况出现。在学生交流时，教

师再加以引导，可以让采用画一画方式的学生画一次

说一句口诀；面对采用口诀解决问题的学生，可以让

其说明这样想的道理。如此，通过练习，既让学生练

习了口诀的记背，又让学生从不同的视角、通过不同

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完成教材练习。在完成比一比后，

教师还可以追问“如果小青蛙和小兔子分别跳了几次

后，跳得一样远，小青蛙跳了几次？小兔子跳了几

次？”，引导学生对口诀“三四十二”进一步理解。

总之，课堂练习的设计与开发直接影响数学教学

的实际效果。在设计、开发练习时，教师要以学生的

发展为本，既要关注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又要关注

学生思维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作者单位

系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光福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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