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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小学数学单元教学设计① 
张世 芳 

(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河畔镇中心小学 甘肃 白银 730 722) 

教 学 案 例 

摘 要 ：根据知识结构确定单元教学目标，找准重难点及关键，组织有效课堂教 学，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让学生通过 自学 了解该单元各 

知识点的联 系，再通过多角度，多层次，多形式的综合练习，让学生全面掌握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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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每个单元的知识结构，从小学生的 

心理特点和认 知结构 出发 ，由教师确定每 

个单元的 教学 目标 ，并找准该 单元的知识 

重点 ，难点及关键 ，然后根据学生的认知水 

平 ，组 织有效的课堂 教学活动 ，完成重点 、 

难点及关键的教学 ，教给学生学 习的方法 。 

1确定教学 目标 ，把握教学内容 
制定 单元 教学 目标 ，实际上是 为单元 

教学定方 向。方 向能否定得正确 ，关键在于 

能否根据数学 的学科 特点，正确处理好 整 

体与部分 ，知识 与能 力的关系，使所定 目标 

切实具有科学性 、准确性和可测性 。一旦所 

定 目标具有 上述“三性 ”，就能真 正成为教 

师组织教学活动，判断教学效果 ，调控教学 

过程的出发点和参照系。这样 目标 备课 ，教 

学就会 因方 向明确而少走弯路 。 

2 抓关键、教给学生方法 
首先弄 清该单元所涉及的知 识在新与 

旧 、难与易 ，相互制约方面有哪些 联系 ，找 

准其中起关 键作 用的知识。其次在 认真研 

究这一关键 知识与哪 些IIt知识有密切联系 

的基础上 ，拿 出3～5分钟做 好对 旧知识 的 

复 习。一 旦确认 学生 已经具备 了学习新知 

识的认知前提 ，就要把重点、难 点知识的教 

学 放到中心位 置 ，采用适合 儿童 智力活动 

规 律 的教学 方 法组 织 各种 形式 的 教学 活 

动 ，甚至使 绝大 多数学 生对这一知识达 到 

充分地理解 ，较好地掌握。 

显而 易 见 ，抓 关 键 ，主要 包括 两 层意 

思 ：一是研究教材的知识结构，找准在整个 

单元教 学中能 牵一 发而动全局的 重点 、难 

点 知识 的教学 ，使学生切实掌握学 习本单 

元 的方法。 

例如 ：北师大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下册 ， 

第二单元认识 图形中 ，教学重点 ：认识直角 

三角形 ，锐角三 角形 ，等腰三角形和等边三 

角形等 ，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l 80。，三角形 

任意两边的和大于第三边。难点是 ：三角形 

内角和的 探索 ，三 角形任意两 边的和 大于 

第三边的 探索 。 

让学 生体 会先 “量一量 ，算一算 ”产生 

猜想，再“拼一拼，折一折”进行验证的数学 

思想方法 ，体会通过操 作获得一些数据 ，并 

整理分析数据 ，从中归纳出结论 。 

3抓自学，让学生自己解答 
自学 ，是学生在教师辅导下 的学习 。 

由于学生在第二步的单元教学中，已 

经初步掌握 了学 习该单元 的方法 ，因而进 

入第三步后 ，教师的主要任 务就变成 了有 

计划 ，有 目的地深入到学生的 自学 中去 ，认 

真观察学生是 怎样运用 已掌握的方法去解 

答数学 题的。及时发现 学生在解 答过程中 

存在 的问题 ，并根据反 馈情况进 行及时恰 

当的辅 导。 

学生 自学时 ，往往 会 出现这样 一种现 

象 ：他 们原 以为 已经掌握 了重 点、难 点知 

识 。在 自学时 ，又会遇到若干意想不到的困 

难 和障碍 ，暴露 出个别学生 对方法并 未真 

正掌握 。这就 需要教U币有 的放矢地 采取得 

力措施，组织学生再学 习、再思考。在这个 

反复的 、曲折的思维过程 中，教师的辅导是 

举足轻 重的。因为恰当的 启发 、点拨 ，可以 

指导学生及时走 出迷谷 ，避免浪费时间，保 

证学 生在课堂 上做 更多的题 ，从而培养 学 

生运 用关键知识 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 力，达 

到 熟能生巧 ，运用 自如 。 

4抓练习，让学生举一反三 
学生通过 自学 ，初步 掌握 了该单元 的 

知识 ，但要培养学生思 维的灵活性 和深刻 

性，还要通过抓练习，让学生多层次，多角 

度 ，多形式地练习 ，做到 举一反三 。这种练 

习可分为三类 ： 

(1)基本题。即与课本例题相似 ，且难 度 

基 本相 同的单项练习题 目。进行这种练习 ， 

目的是 让学生进一步巩固和熟练单元的基 

础知识 ，切实完成识记与理 解这两个 层次 

的学 习任 务。 

(2)变式题 。源于例题 ，但形式与例题不 

尽相 同，而解法与基本题 又大致 一样的练 

习题 。练习此类题 目，可以深化本单元所学 

的知识 ，逐步使学生形成技能技巧 ，有利 于 

培养学生 的分 析，判断能 力。 

例如 ：第五单元小 数除 法练 习四第 1 0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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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哪种食用油便 宜些 ? 

第一种 ：每瓶2．5千克 花35．O0元 

依据 ：单价=总价 ÷数 量 

35÷2．5=14(元) 

第二种 ：有两 瓶油 

大瓶3千克 小瓶0．5千克 

共需 ：48．30元 

48．3÷(3+0．5)=13．8(元) 

所以买第 二种 合算 。 

(3)综合题 。将本单元所学知识与有关知 

识混合编排而成的综合型和智力型。做此类 

题 ，能培养学生 解决 实际 问题的能力 ，使知 

识能灵活运用 ；能让学生把 本单元学 到的知 

识与有关 旧知识联系起来 ，形成知识体 系， 

标志着已完成综合运用这一教学 目标 。 

如：找座位(总 复习)。 

这道 题综 合 考察 学 生 的小数 加 、减 、 

乘 、除计算的能 力(见图1)。 

5单元测试，及时评价学习情况 
先根 据单元 教学 目标 ，分类 编制单 元 

标 准测试题 ，再 于该单 元学完之后 ，进行单 

元测试 ，以检验 各层次 教学 目标的达 成情 

况。编制可测性强的单元测试卷，是 第五步 

骤的主要工作。在编制单元测试卷时 ，特 别 

应注意 以下三 点 ： 

(1)题型多样 。既有考 察基 础知识的 填 

充、判断 、选择题 ，又有 考察各种能 力的计 

算题 、操作题和应 用题 。 

(2)覆盖面广 。单元测 试题能充分 反映 

本单元教学 目标 的各个 方面 ，有利 于对学 

生的学习情 况进行全面性诊 断。 

(3)呈阶梯状 。既有与“识记 、理解”相对 

应的基本题 ，又有与“简单应 用”相对应 的 

综合题 ，还有 少量难度 较大的能考 查创新 

能 力的思 考题 。 

通过测试 ，可以 从识记 、理解 、应用 的 

不同层次上准确 反馈出学生 的学习情 况。 

使教师能据此采取 相应措 施 ，及时进 行矫 

正和补救 ，有的放 矢地对 学生进行重 新讲 

解和 点拨 ，从而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使学 

生能扎实熟练地掌握 并应用所学 的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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