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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小学数学课堂的教学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在农村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仍存在与新课程的教学理念、教学行为不相符的地方。我们要及

时的认清，并找到能有效解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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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程全面实施的情况下，农村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现状如何？农村数学教师的教学方式、

农村学生的学习方式是否发生本质性变化？……带着这些问题，我对泾阳县王桥镇 7所完全小

学数学课堂教学进行调查。通过调查我感到当前农村小学数学新课程课堂教学现状不尽如人意，

能实实在在体现新理念的课堂不多，大部分是一味套用导学究测模式，与新课程相对应的数学

课堂教学模式没能得到有效构建，课堂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未能体现高效。

一、基本情况

(一)学校现状

农村小学校舍吃紧，没有多媒体教室 ，学校硬件建设落伍、家庭教育缺失，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着教育向前发展。

(二)教师现状

当前农村教师有下面几种类型：

1.自甘平庸型。这种类型中老年男教师占多数。他们认为能平平安安地熬到退休、能安安

稳稳地领到工资，而且到这个年龄阶段，再折腾升迁的希望也不大，所以面对教学改革、教育

科研都摆出一副放任自流的模样。   

2.牢骚满腹型。这种类型较多存在于中老年女教师身上。她们对学校的管理不满，对青年

教师的行为不满，对现行的教育机制不满。很多的不满郁闷心头，只能以“刻薄的语言”、

“牢骚的行为”来缓解心中的压力。

3.知足常乐型。这类教师对学校、对工作、对教育失去了曾经炽烈的热情，仅仅保存一份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理。

4.积极进取型。这种类型的教师虽然在农村教师中比较少，但他们充满朝气，乐意和各种

新理念、新思想。能够主动和青年教师探讨课堂。在平时的教学中更注重增强自身实力，注重

在人格上、知识上、智慧上使自己加倍地成长起来。

(三)学生现状

1.缺乏自信心



农村小学生在数学学习中缺乏自信心的具体表现：

（1）小组合作时，不愿积极参与讨论、交流。

（2）缺少主见，屈从别人，遇到一点困难寻求帮助。

（3）求知欲不强，口算慢，课堂上不积极思考问题。 

（4）不愿主动发言，回答问题胆子小、声音小。

（5）做作业速度慢，不敢让老师面批，怕有错题被批评。

（6）不敢接受挑战，有畏难情绪，预料失败。

（7）见到老师采取回避、退缩的态度。

（8）成绩不如意有厌学倾向，甚至想到辍学。 

2.不良学习习惯

农村孩子不良的数学学习习惯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马虎了事。在缺乏严肃认真和不得法的教育下，容易由粗心、任性等原因养成此心理。

具体表现为：上课分神，不注意听讲；作业字迹马虎，错误率高；不能认真进行预习、复习等。

（2）依赖懒惰。在惰性感染下，家长监护不到位，容易由包办代替促成此心理。具体表现

为：作业抄袭；作业依赖同学或家长完成。

（3）厌烦畏惧。在单调乏味的教学情况下，在屡遭失败而得不到正确引导的情况下，而缺

乏兴趣甚至丧失信心。具体表现为：厌恶上学，逃学；害怕老师；害怕测试等。

(四)课堂教学现状

1. 教学目标追求形式上的三维目标，缺乏真正落到实处的教学活动支撑

数学课堂教学不仅要传授学生发展所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还要引领学生体验数学知识获

得过程，启发学习方法，同时还要注重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完成。这就是所谓的三维目

标。有部分小学教师由于认识上的不到位，以及对教育信息的了解和吸收重视不够，导致在教

学中走过场，许多目标无法真正落实。也有的教师对数学新课程的三维教学目标有一定理解，

教学目标定位相对准确，在课堂上也有体现，但从目标的达成来看，显得不成熟。还有一小部

分教师课堂教学中出现无目标现象，他们教学无要求、无方向，走进课堂就是讲，就是灌，2.

教学方法传统呆板占主导

学生对新知识新技能的掌握，实际上是学生在已有旧知识、旧经验等的基础上自我构建，

这就决定了教师必须了解学生已有的基础层次，创设生动的教学情景，让学生加入到学习中来，

引导学生自己去获得知识。当下泾阳县全县中小学实行导学究测高效课堂教学模式，许多教师

依然热忱于粉笔、教本加嘴巴，简便；讲解、练习加作业, 一节课下来很难见到有生动有趣的

体验场景。如：因过分强调张扬小组合作，学生活泼好动，而忽视了学生基本学习习惯的培养，



导致学生学习缺乏勤奋刻苦、静心思考等良好的意志品质；因过分强调探究创新，忽视了对学

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导致学生产生浮躁、华而不实的心理，引起教学质量整体下滑

的趋势等。

3.课堂缺少有效的学习活动，学习方式单一，学生参与率不高

皮亚杰认为，儿童学习最根本的途径应是活动。活动是联系主客体的桥梁，是认识发展的

直接源泉。所以，教学中必须精心设计学习活动，放手让学生动眼、动手、动脑、动口，通过

实践，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变被动接收知识为主动获取知识。在课堂上开展学

习活动，近年来虽越来越受到广大教师的重视，但就目前的状况看，情况并不是很令人满意的。

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课堂上，教师虽注意学习活动的设计，但往往由于活动目标不明，只限于一些纯操作

的活动。

（2）教师设计活动时，往往只从知识内容的需要出发，而没有考虑采用符合学生需要的活

动方式进行。

（3）活动的目的简单、狭隘，局限于一种知识的习得活动，而往往忽视学生的生活体验。

二、原因分析

(一)教师现状形成的原因

1.师资队伍老年化。我们镇7个完全小学一共 23个数学老师，其中 45岁以上的就有 8人。

年龄结构老化，从而导致目前农村小学数学师资质量、数学教学水平等因素显得薄弱。

2.考核、评价制度与新理念不相符。当前学校对教师的评价仍是教学实绩一票否决制。数

学教师们是尽其所有本领，尽其所有时间，坚持“题海战术”，而对新课程新教学望而却步，

生怕误了学生成绩。在这样情况下，数学新课程的推进就受到影响。

3.新教材“难度大”。 数学新教材是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引下编写成的，较之以前，知识

难度在下降，但却给学习知识的过程与方法留有很大的空间，许多老年的数学教师常感觉课本

中只有那么几幅画，没什么东西好教，重点在哪，难点在哪，很难把握。新教材中有些内容信

息含量新，个性特点明显，有时更切合城市里或网络普及率高的地区孩子，与目前一部分边沿

农村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认知规律有一定差距。

4.部分农村小学数学教师缺乏参与课程改革的热忱。他们对新课程无动于衷、漠然置之，

拿的是新教材，走进课堂，如何用新的教学方法，如何引导学生用新的学习方法茫然不知所措，

数学新课程的课堂教学模式难以形成。

(二)学生现状形成的原因

1.对农村小学生数学学习缺乏自信心的原因分析



农村小学生数学学习缺乏自信心，既是与生俱来的个性特点，更与他们所在的地理环境、

家庭条件和教育引导有关。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自卑心理较强是妨碍自信心树立的主要心理原因

（2）数学能力和水平不强

（3）教师教学态度和方法不当

（4）家庭教育严重缺乏

2.不良学习习惯成因

（1）教师素质对学生的影响

（2）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影响

（3）不懂得合理支配时间，学习兴趣不浓厚

（4）家庭环境的影响

(三)课堂教学现状形成的原因

 形成当前农村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现状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教师自身认识与自身知识水平，其

次就是农村学生的自身水平，农村孩子知识面窄，见识少，一节课全靠老师组织引导。

以上便是目前农村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现状。要改变这种状况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数学教

师如何去做。而数学教师想要达到新课标要求下的课堂教学，以下几个建议还需要深入的思考、

研究。

(一)如何提高自身认识水平，为实现有效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保障

(二)如何正确使用、创造性的使用教材

(三)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四)如何构建有活力的课堂，实现有效课堂教学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