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数学小论文级(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数学小论文级篇一

“没有训练就没有能力”，这是跟随马芯兰老师在数学教学
改革实践中的深刻体会。我们所说的训练，是指师生在课堂
上的双边活动。这种活动要求教师在课前做到两点：一是深
钻全套教材，将每一课的训练内容，都置于知识整体结构之
中;二是全面深入地了解班级中每一位学生的知识水平，在此
基础上，结合教学的进度设计出训练的内容。所以训练课具
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要有新的突破

训练是以知识中最原始的基本概念为魂，以知识的内在联系
为线，对学生已有的知识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再现。在知
识再现的过程中，对学生要有更新、更高的要求，使他们对
旧知识有新的认识和理解。这个“新”，蕴含着学生的一种
新的学习能力。

二、要抓准关键

在训练的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是给学生以恰到好处的“提
示”。这一“提示”，绝非是将新知识、新内容指点给学生，
也绝非讲授;而是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地朝着
教师提示的方向去探索、去发现、去认识、去提高。

三、要设计精当



在课堂上，教师应有意识地设计问题的情境，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探索、发现的机会，有充分思考、探索、研究的时间，
使他们都能积极思维、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创造性。

四、要调动全体学生的积极性

在训练的过程中，教师要促使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不同的
思考方法和见解，要了解学生存在的问题、各自不同的思路，
以及有哪些闪光的东西或较深的理解，教师从中得到准确的
反馈，从而确定下一步训练的内容和方法。

五、要创造和谐的课堂氛围

在训练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为学生创造更多思考、争论的
机会，充分发挥他们的内在潜力，促使他们不断地产生创造
的欲望。学生在不断探索发现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喜悦，
也有若干次错误或不完善的思考。教师则努力使他们在活跃
的思维中，智慧的火花不断闪现，学习的积极性不断增长，
数学能力随之逐步提高。

下面仅就一节课来具体阐述。

应用题训练

一、教学内容：“求和、求剩余”的加减应用题(一年级第二
学期北京市实验教材)

二、课型：训练(系统整理、发散型)

三、教学目的：

1.加深理解“和”的概念，掌握有关加、减法应用题的数量
关系，并能以“和”的概念为核心，从整体高度寻求解题的
方法。



看过“六年级数学教学论文”的还看了:

1.小学六年级数学教学论文

2.有关六年级数学小论文

3.浅谈小学数学教育教学论文

数学小论文级篇二

在美国有一个小男孩，他叫洛齐·盖亚。

一个风光完美的日子，天空突然出现了一轮黑圈，将盖亚吸
了进去。转眼间，盖亚来到了一个外星球上。这星球上的居
民们很混乱，盖亚连忙拉住一位老外星人，问他这是怎麽回
事？听过一段话后，盖亚才只到了。原先那里有两个国家：
语文国和数学国。两国总统争辩哪国强而引发了战争。其实
他们的战争并非什麽抢林弹雨之类的，而是双方互相出题。
如果回答错误，就失败了。

盖亚的好奇心发亮了，他悄悄地跑到战斗场旁的一根大柱上
偷看。只见语文王穿着苏轼套装，数学王则穿着华罗庚套装。
数学王首先出题：934988706乘82633316等于？语文王哑了。
他虽然语文博大精通，但对数学来说，1加1都不会，怎能解
决这道题呢？仅有乖乖认输了。语文王也出题了：“孙行
者”的下句是什麽？数学王也像语文王一样成哑巴了。两国
总统沉默不语了，看来他们明白了不学习其它知识是不行的。
之后，语文王和数学王决定将语文国和数学国融合成一个国
家，叫“语数国”。人们便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发展。

盖亚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地球，他也明白了不能单学一种本领，
不然就会受人轻视的喔！



数学小论文级篇三

目前，对于许多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来说，学好数学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数学中的计算难度、枯燥的题目以及应用题
中的逻辑复杂程度都是导致他们学不好数学的重要原因，这
些学生也因此对学习数学失去了信心和兴趣.教师们应该对于
这种现象有警觉性，不能放任孩子们的不自信和倦怠情绪，
应该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以及对班里学生的了解程度，找出
教学中的不足，在教学方式上进行整改和完善，让学生体会
到数学这门学科的魅力，从而开拓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和
能力，争取在学习成绩上让学生达到质的飞跃.

一、题目上的趣味

小学数学的题目常常以一些假设的场景为基调，不能引起学
生的共鸣，甚至有些题不符合常理，这样在做题的时候学生
容易觉得单调、枯燥、乏味.对于这种情况，老师完全可以对
题目进行一个趣味性的改动，或者直接出一些和学生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的题目，这样的教学方式主要可以提高学生的兴
趣，让学生更加专注于题目，潜意识里可以提高学生对学习
数学产生好感.

案例分析：笔者在进行小学数学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统计”
的教学时，书上有一道例题：根据a，b两个公司去年下半年的
月薪情况统计图，你能得出什么结果?这类的题目对于小学六
年级的学生而言，完全没有熟悉的感觉，做起题来也没有那
么高的热情，不如直接换成与学生息息相关的题目：统计本
班学生中喜欢打羽毛球、打乒乓球、踢足球、打篮球以及喜
欢其他体育活动的人数，并画出扇形图.首先，这样的题目与
学生们有关，可以提高学生的关注度和积极性，还可以帮助
学生们理解题目内容;其次，这道题要求“统计”的过程，可
以让学生们学会统计和整理资料;另外，统计的过程中可以调
动全班的积极性，让全班同学都有参与感，消除做题做错的
恐惧感.首先，在老师的带领下，对全班同学通过举手和



画“正”字的方式，对喜欢打羽毛球、打乒乓球、踢足球等
体育项目的人数进行统计，接着算出百分比，通过所算百分
比画出扇形图，进而通过扇形图的呈现作出一个结果的分析.
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其中，增强了每
个人的参与感，除了原题的分析结果之外，还增加了调查统
计的过程，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另外，增强了学生的解题
兴趣，减少了对数学学习的陌生感和恐惧感.

二、课堂上的趣味

传统的数学教学模式经常是“遇题――讲解――列式计算”
的过程，这样的教学模式容易引起学生的倦怠情绪，因此，
教学模式需要趣味化，从多方面引起学生的积极性，并且提
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丰富教学形式和教学内
容，从而达到数学教学的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
的同时，让学生在快乐中学到知识.达到课堂趣味化的方法有
很多种，比如开展活动、布置特殊任务，等等，让学生在做
游戏的时候轻松完成了学习任务，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参
与感的同时，培养了学生学习数学的自信心.

三、总结

目前对于小学生的教育是以“快乐教学”为主旨，然而，很
多小学生却十分头疼数学的学习，计算的难度以及逻辑思维
的复杂度让学生没有自信，甚至害怕学习数学，这与“快乐
教学”的宗旨完全背道相驰.因此，作为小学数学教育工作者
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对我们目前的教学模式进行改善，通
过趣味教学让学生对数学学习保持兴趣和积极性，让学生体
会到数学的魅力，也让学生真正地喜欢上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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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小论文级篇四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我们数学王国里也有许多趣味的事
情。在我们五年级下册数学书里，就有这么一道思考题：一
根蜡烛第一次烧掉全长的15，第二次烧掉剩下的一半。这根
蜡烛还剩下全长的几分之几大部分同学看到这个题目，肯定
觉得脑子里好乱，其实不然。你能够把题目再读一遍，拿出
草稿纸，画一画。一根蜡烛烧掉全长的15，那么还剩下全长
的45。第二次烧掉剩下的一半，也就是45的一半，算一算，
哦!是25!求剩下的就是用全长的单位“1”减去两次烧掉的占
全长的几分之几，也能够说剩下的就是第二次烧掉的一半。
解得：1-15-25=45-25=25。答:这根蜡烛还剩下全长的25。即
便题目再难，只要你静下心来，理清条理，就必须会被你解
决!

一次，我在课外作业上，做到一道题目，立马难住了我。一
个最简分数的分子加上一个数，这个分数就等于23;如果它的
分子减去同一个数，这个分数就等于512。求原先的最简分数
是多少哎呀!这怎样做我开始用死办法做，一个一个找。之后
实在找不出来，才慢慢动脑筋做。两个新分数在约分，分母
相同，其实能够将这两个数通分化成分母是两个原分数的最
小公倍数2倍的同分母分数，即23=1624，512=1024。将两个
新分数的分子之差除以2就能够得到分子加上和减去的那个数，
即16-10=6，6÷2=3，故3就是分子加上和减去的数。这么一
做，简单了许多!

数学，就像一座高峰，直插云霄，刚刚开始攀登时，感觉很
简便，但我们爬得越高，山峰就变得越陡，让人感到恐惧。



这时候，仅有真正喜爱数学的人才会有勇气继续攀登下去，
所以，站在数学高峰上的人，都是发自内心喜欢数学的，站
在峰脚的人是望不到峰顶的。仅有在生活中发现数学，感受
数学，才能让自我的视野更加开阔!

数学小论文级篇五

【摘要】小学数学的教学在小学教学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然而很多学生因为数学的计算以及逻辑关系的复杂而学不好
数学，甚至不喜欢学习数学.作为数学教育工作者，我们有义
务激发学生对于数学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开发学生的思维，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从而从本质上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因此，
小学数学趣味教学有着深刻且重要的意义.本文将针对小学六
年级数学教学中的趣味教学提出几点意见，目的在于让学生
们体会到数学的奥妙，并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数学的学习中
来，开拓学生的思维和能力，让学生有着本质上的进步.

【关键词】小学数学;趣味教学;研究

目前，对于许多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来说，学好数学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数学中的计算难度、枯燥的题目以及应用题
中的逻辑复杂程度都是导致他们学不好数学的重要原因，这
些学生也因此对学习数学失去了信心和兴趣.教师们应该对于
这种现象有警觉性，不能放任孩子们的不自信和倦怠情绪，
应该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以及对班里学生的了解程度，找出
教学中的不足，在教学方式上进行整改和完善，让学生体会
到数学这门学科的魅力，从而开拓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和
能力，争取在学习成绩上让学生达到质的飞跃.

一、题目上的趣味

小学数学的题目常常以一些假设的场景为基调，不能引起学
生的共鸣，甚至有些题不符合常理，这样在做题的时候学生
容易觉得单调、枯燥、乏味.对于这种情况，老师完全可以对



题目进行一个趣味性的改动，或者直接出一些和学生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的题目，这样的教学方式主要可以提高学生的兴
趣，让学生更加专注于题目，潜意识里可以提高学生对学习
数学产生好感.

案例分析：笔者在进行小学数学人教版六年级下册“统计”
的教学时，书上有一道例题：根据a，b两个公司去年下半年的
月薪情况统计图，你能得出什么结果?这类的题目对于小学六
年级的学生而言，完全没有熟悉的感觉，做起题来也没有那
么高的热情，不如直接换成与学生息息相关的题目：统计本
班学生中喜欢打羽毛球、打乒乓球、踢足球、打篮球以及喜
欢其他体育活动的人数，并画出扇形图.首先，这样的题目与
学生们有关，可以提高学生的关注度和积极性，还可以帮助
学生们理解题目内容;其次，这道题要求“统计”的过程，可
以让学生们学会统计和整理资料;另外，统计的过程中可以调
动全班的积极性，让全班同学都有参与感，消除做题做错的
恐惧感.首先，在老师的带领下，对全班同学通过举手和
画“正”字的方式，对喜欢打羽毛球、打乒乓球、踢足球等
体育项目的人数进行统计，接着算出百分比，通过所算百分
比画出扇形图，进而通过扇形图的呈现作出一个结果的分析.
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其中，增强了每
个人的参与感，除了原题的分析结果之外，还增加了调查统
计的过程，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另外，增强了学生的解题
兴趣，减少了对数学学习的陌生感和恐惧感.

二、课堂上的趣味

传统的数学教学模式经常是“遇题――讲解――列式计算”
的过程，这样的教学模式容易引起学生的倦怠情绪，因此，
教学模式需要趣味化，从多方面引起学生的积极性，并且提
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丰富教学形式和教学内
容，从而达到数学教学的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
的同时，让学生在快乐中学到知识.达到课堂趣味化的方法有
很多种，比如开展活动、布置特殊任务，等等，让学生在做



游戏的时候轻松完成了学习任务，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参
与感的同时，培养了学生学习数学的自信心.

三、总结

目前对于小学生的教育是以“快乐教学”为主旨，然而，很
多小学生却十分头疼数学的学习，计算的难度以及逻辑思维
的复杂度让学生没有自信，甚至害怕学习数学，这与“快乐
教学”的宗旨完全背道相驰.因此，作为小学数学教育工作者
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对我们目前的教学模式进行改善，通
过趣味教学让学生对数学学习保持兴趣和积极性，让学生体
会到数学的魅力，也让学生真正地喜欢上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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