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淀经验，焕发新能量

——小学数学乡村骨干教师培训总结

昆山市周市中心小学校 唐海平

平日只顾埋头于工作之中的我，无暇驻足回首自己在数学教学中曾走过的路，

也不曾思考自己前方的目标在哪里。这个学期我有幸参加了昆山市小学数学乡村骨

干教师培育站的学习，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收获颇丰。

在开学初，我就给自己定下目标，一定要把握机会，用心学习、潜心钻研、大

胆实践，并克服自己的弱项，要多读书、多动笔。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活。

一、认真学习，启迪智慧。

我聆听多位专家讲座和名师的课堂教学，全身心的沉浸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之中，

被专家、名师那渊博的知识、精湛的教学艺术、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度的责任心、

独有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不仅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数学学科及数学内容本质的理

解，更重要的是让我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和诠释了我所热

爱的数学教学。

1、学会听讲、学会记笔记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认真听讲，并坚持认真做好笔记，听讲什么？笔记记什么？

怎么记？



刚开始，每次听“名家”讲座都似乎停不下笔，抬不起头，哪怕一个字都不舍

得放过，没有了自己的思考，也就失去了与“名家”思维碰撞的机会。慢慢的我有

了自己的想法：“听”和“记”都要有“重点”，那何为“重点”？

重点一，“名家”讲座的框架和思路，和重要观点。重点二，经典语句，名人

名言，为自己的实践找到理论依据。重点三，值得进一步思考或对自己有启发的话

或问题，便于课后反思自己的做法和想法。重点四，也是最重要的，对于“名家”

讲座自己的思考是什么？哪怕只是在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念头，有碰撞的思维才是真

正有价值的思维。尤其是自己“突发奇想”的“好点子”，便于回到岗位后的教学

实践。

这样，我一边听、一边思考，一场场讲座下来，我的收获颇丰。

2、学会思考，学会反思



在自己的教学过程中，经常会对学生说，“你得思考，光听不行！”今天当自

己成为学生的时候，不由得又想起了这句话――“你得思考，光听不行！”

思考应该是一种习惯，只不过在日常工作中“懈怠”了思考，而变得不愿思考，

日久天长也就不会思考了。这又何尝不是游离于课堂之外的学生的现状呢？

仲特的讲座时刻激励着我，――怎样上好一节课；教师们一节节精彩的教学观

摩课、备课过程中一个个生动的例子，无一不在警示我：上好一节课必须要学会三

个策略：创设问题情境，激发深度思考，促进数学表达。

一个好的情境是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

的生动具体的场景。

好情境的特征：具有指向性；具有思考性和探索性；具有针对性；具有一定的

开放性。

数学课程理念：实施促进学生发展的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发学生

积极思考，鼓励学生质疑问难，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助于学生形成积极的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好的数学教学活动应该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思考。

听完讲座之后使我明白了每位教师都可以上好一节课，只要我们坚持比较，坚

持反思，日积月累，每个人都可以上出一节好课，一节又一节好课。

3、爱上读书，增长“内功”

曾经我是个不太爱读书的人，去书店买书也只是会考虑买学生思维训练、练习

册、教学技巧、教案集等方面的书籍，虽然在工作中也感到自己专业知识的匮乏，

但还是没有感到应该多读书，也不知道该读什么书。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逐渐更深刻的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读书不是为了应

付明天的课，而是发自内心的需要和对知识的渴求。多读书、读好书可以开阔视野，

积淀自身的素养，锤炼自身的数学功底。

从刚一开始，如同“蚂蚁啃骨头”般艰难的读完《新课标》第一遍，真可谓是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反复读了几遍后的如获至宝，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现



在小学数学教学目标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小学数学教学的基础，

也是小学数学教学的指导思想。小学数学教学目标可以分为四个维度：

第一，基础知识维度。小学数学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基本数学知识，使学

生掌握数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以及数学的基本原理和定律。

第二，思维能力维度。小学数学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使学

生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分析问题、推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把

握数学规律的能力。

第三，应用能力维度。小学数学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能力，使学

生能够运用数学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并能够把数学知识和方法应用到日常生

活中。

第四，创新能力维度。小学数学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数学创新能力，使学

生具备创新思维，能够探索新的数学知识，探索新的数学方法，探索新的数学规律，

以及探索新的数学应用。

随后我又读了斯苗儿老师的《好课多磨》、《好课燎原》两本图书，还阅读了

《贲友林学为中心数学课堂 15例》等图书，不仅提高了自己的专业理论素养，还积

淀了教学“内功”，也使我更加迷恋上了我所热爱的数学教育，我会努力把我对数

学的理解、对数学的热爱也传递给我的学生，我们一同感受数学本身所独有的魅力。



（2月份在玉峰实验学校集中研修，开展赠书仪式）

二、研究、实践，教学实践，深思、肯干

“把握数学的本质是一切教学法的根”，启迪我，投入做大气的小学数学教师

要有扎实的数学功底，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尤其是学生观。

“我听见过，就忘记了；我看见过，就记住了；我做过了，就理解了。”而把

自己所学、所感、所悟用于自己的教学实践，能够让它充分发挥作用，才是真正有

效地学习。

我和我们学校的其他年轻骨干教师一起研究设计了三年级下册《长方形和正方

形的认识》一课的教学设计，对于这个内容似乎已经有了常规的教学方法，学生最

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面积”与“周长”混淆，由长度单位过渡到面积单位是学生

学习几何初步知识的一次飞跃。

“怎么在学生头脑中有效的建立面积的概念”“如何让学生经历面积单位产生

的过程”是我当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经过深思，我们大胆实践：

（1）利用学生认知冲突，由“周长”引入，“一条线段可以围成什么图形？”

让学生初步感受“线”与“面”的联系，“这些平面图形除了可以研究周长，还可



以研究什么呢？”“研究大小”、“研究面积”一句不经意的问话开启着学生思维

认知的闸门，在借助手势的交流中学生逐步清晰的建立了面积的概念，体会了周长

与面积的区别。

（2）提供多种学具，使学生经历“面积单位”的产生过程。

学生在按大小给 5 个平面图形“排队”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其中有两个图形

很难分辨出大小，这时学生就想到借助一些小的图形作为标准摆在平面图形的上面，

通过“标准”的数量比出大小，在实践的基础上再和学生一起讨论：哪个图形最好

用，做“标准单位”更合适。……学生兴趣盎然，全身心的投入。

三、感悟过程，真诚付出

在这一年的学习中我“累并收获着，痛并幸福着”！同时我收获也很多

素养大赛三等奖 优质课评比三等奖

我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以后的工作之中，把这份难得的友谊记在心中，开始

我教学生涯新的征程，我会努力把学到的理念、方法用于自己的教学实践之中，不

辜负领导、老师们的希望，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给大家，用先进的教学理念、优化的



教学方法回馈给学生，我会用我的心去教诲我的学生，用我的情去培育我的学生，

无悔于我的教学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