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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当今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体验式学习逐渐成为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理念。这种教学方法强调通过实践和真实情境的

体验，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从而增强他们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与应用能力。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相比，体验式学

习更注重学生的主观体验和自主探索，旨在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小学阶段，学生对世界的好奇

心和探索欲望非常强烈，体验式学习能够有效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在实践中感知和掌握数学知识。因此，

探索体验式学习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将探讨体验式学习的理

论基础及其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的重要性，并提出有效的实施策略，以供广大教育工作者参考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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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education reform, experiential learn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This teaching method emphasizes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through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real-life situations,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of mathematical concept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indoctrination based teaching, experiential learning focuses more on students' 

subjective experiences and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aiming to cultivate their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a strong curiosity and desire to explore the 

world. Experiential learning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help them perceive 

and master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n practice.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 

and its importance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propos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reference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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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验式学习的理论基础

体验式学习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杜威 (John，Dewey)和库伯

(David，Kolb)的教育思想。杜威 JohnDewey 强调“学以致用”，

认为学习应该是一个主动和实践的过程，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和

实际操作获得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他认为，学习者要探究，要在

真实的情境中反思，做到内化于心，学以致用。DavidKuber则将

体验式学习理论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著名的“体验式学习圈”模

式。库伯认为，学习过程包括四个阶段：具体化的经历，反思式

的观察，抽象概念化，主动的试验。具体经验是指学习者通过对

某一情景的亲身体验而获得信息的过程；反思观察，指的是学习

者思考、分析这些经验；抽象概念化指的是学习者将理论、概念

从反思中提炼出来；主动实验是指学习者在新情境中应用这些理

论和概念，进一步探索和验证这些理论和概念。体验式学习的核

心在于通过亲身体验、实际操作，强调学习者主动参与、互动交

流，推动内化知识、提升技能。[1]这种学习方式既可以增强学习者

的兴趣和动机，又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了解所学知识并加以运

用，从而在实际生活中起到较大的作用。

二、体验式学习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的重要性分析

体验式学习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具有多维度的重要性。

首先，能够给学生提供一个主动参与的学习环境。学生在传统的

教学模式中，往往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参与感不足，缺乏互动

性。而学生通过体验式的学习，可以如利用实物进行计算，参与

游戏，团队协作等直接参与到数学活动中来，促使内化知识。其

次，对学生建立直观的数学概念认识有很大的帮助。数学的抽象

性往往使学生很难理解，而应用体验式学习，通过具体的情景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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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或实际操作，学生能够把数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比如

面积计算的时候，学生对面积的概念可以通过对课堂地板实际大

小的测量来认识，这样在学习上的难度就会降低很多。再次，对

同学间的合作、沟通的能力有促进作用的。[2]在团体活动中，学生

要养成自己的团队意识以及社会交往的本领，就需要通过讨论、

分享、合作来共同解决。而且在数学问题上往往需要不同思维方

式的碰撞来化解这种交互，这样对学生批判性地思维的提高，对

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另外，加强了学生的自我

反思能力。通过练习，学生不但可以自己观察到自己的不足，而

且还可以通过与同伴的沟通，通过反思来发现提高的办法。这种

促使学生对自己学习过程中的更深入地自我反思，为学习积极性

的形成做出贡献。最后，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增强学生

学习主动性。[3]通过创造出有趣味性、具有挑战性的学习情景，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得以激发，并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当中，促进了

其持续学习的意愿。

三、体验式学习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设计多元化的实际操作活动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设计多元化的实际操作活动能够有效促

进学生的参与感和实践能力。为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活动

要涵盖数学领域，包括数与运算、几何、统计与测量等。其中活

动设计要做到有情景性、有情趣。教师能建构任务，与学生的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并且活动的实施需要灵活安排时空设计，使每

个学生都能充分参与其中。例如，在学习数据的随机性相关知识

时，教师可以设计一个“摸球游戏”，通过一个有趣的摸球游戏

来进一步探索和理解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以及数据的随机

性。[4]学生们在参与此次活动当中可以让自身的数学活动经验得到

累积，并能根据摸球测试的统计结果，对数学中的归纳思路进行

深入浅出的推测。这次授课的重点是让学生更深刻地感受到事件

发生的概率有多大，并对数据的随意性进行初步的体验。为了这

次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教师们需要准备一些教具，包括一个抽

奖箱，三个板贴袋，若干个板贴球，若干个学生摸球的袋子，还

有6个教师用球 (其中红色 4 个，黄色 2 个 )和一个转盘。

首先启动一个游戏环节。老师将带来一个装有红黄两色球的

神秘盒子，邀请学生共同进行摸球游戏，规则为：摸到红球男生

获胜；摸到黄球则为女生胜出。为增加比赛的趣味性，4 颗红球、

2 颗黄球被放进了盒子。接连三局，每一局都会有一名学生、一名

教师轮番上场进行摸球，每一次触球后都需要同学们猜一猜，讨

论琢磨。老师会问：“发现了什么？”同学们也许会回答：“何

为次次都是男生获胜呢？”这位老师又会接着问：“这是为什

么？” 学生可能会提出他们的猜想，例如：“摸上去的可能性大，

肯定是因为红球的数量多于黄球。”或是：“黄球摸出次数不多，

因为黄球的数量太少。”甚至可能有人调侃道：“今天老师手气

爆了，所以全部摸红球。”

其次，为了验证这些猜想，老师会问：“有没有什么办法，

验证红球和黄球谁多谁少，不用开箱就可以知道了？”学生也许

会提出：“多摸几下就可以了”。老师会接着指导：“你说摸几下

就可以了？”同学们会回答：“次数越多，现象越明显”。下面老

师可以把学生组织起来，做一个小组的活动。每组 4 人，进行摸

球游戏规则的讨论和确定。小组活动开始后，由学生进行摸球试

验并记录摸球结果。活动结束，老师引导学生观察表格，并提出

问题：“你发现了什么？”大部分同学们都回答：“红球摸到的

次数多”。老师可以接着指导：“每组摸了 20 下，我们把全班成

绩相加。”引导学生计算出红球和黄球的总次数，通过计算结果

可以清楚地看出，摸球次数的增加，摸到红球的次数和黄球的次

数数据相差很大，进一步找到数量越多，摸到的可能性就越大的

规律。最后老师会让学生开箱验证。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活动的设

计，了解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积累数学经验、体会归纳思路、激

发数学兴趣、培养数学良好习惯等方面的知识。[5]

（二）科学创设情境

科学创设情境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提升

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参与度。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设计真实且富

有趣味性的情境，使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应用数学知识。情境的设

置应具有挑战性且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通过引入问题情境，激

发学生的探究欲望。教师可以使用图示、视频和故事等多种媒

介，以丰富情境的表现形式，从而增强学生的沉浸感。并且在情

境中，教师需关注学生的情感反应与思维过程。[6]鼓励学生表达

个人见解，促进小组讨论，帮助他们在交流中深化理解。例如，

在学习统计相关知识内容时，教师可以创设一个“评选吉祥物”

的教学情境，让学生结合举手和投票评选吉祥物的活动，体会收

集数据的方法和统计调查的必要性。同时结合调查活动，通过观

察，能看懂他人记录调查的数据，了解记录调查数据的方法。

在调查活动中，通过交流，养成接纳，鉴赏他人意见的良好习

惯，在表达自己意见的过程中，增强自信心和创造力以及对数据

调查活动的兴趣。首先，创设情境，激趣导入。[7]在上课前，教

师可以向学生提问：同学们，你们能告诉我你们最喜欢的节日是

什么吗？学生都大声回答到：儿童节！教师接着说：哇，看来大

家都很期待六一儿童节呢！再过一个多月，我们就要迎来这个属

于我们自己的节日了。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学校特别为大

家准备了四个可爱的小动物作为候选的吉祥物。随后将小兔子、

小猴子、金鱼和熊猫的图片在课堂中展示出来，并在黑板上写

下“评选吉祥物”，提议学生参与评选，决定哪个动物最适合成

为节日的吉祥物。认为通过创设问题情境，能激发学生兴趣和学

习欲望，为学习活动奠定基础。然而因为不同的学生喜欢的吉祥

物也有所不同，在讨论如何确定班级吉祥物时，在教师引导下学

生提出提出投票和举手表决等方法。教师对这些方法予以肯定，

并强调每人只能参与一次以确保结果公正准确。学生采取投票方

式选择后，教师可以邀请一名学生到讲台上进行唱票，让学生各

自进行记录，在记录的过程中引发学生思考，如何简便记录？并

展示现场创作的简便记录方法，让学生观察、发现用符号记录的

方法，能读懂他人的记录结果。本环节通过学生个性化的方式分

类整理，体验分类统计的过程，积累活动经验。记录完毕后，教

师可将学生的记录展示出来，让学生初步感受一一对应的整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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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由于第一次接触统计，同学们还不能直接从整理的数据中发

现更多的信息，因此在设计这一环节中，以问题串的形式引导学

生发现数据中所蕴藏的信息，提醒学生要以数据分析的眼光来看

待整理结果。[8]通过教学情境的创设可以让学生知道生活中的数

学，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体验数学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三）组织项目学习

项目学习是实施体验式学习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一项重要策

略。教师通过设计具有实际意义的、具有学科交叉特点的项目，

引导学生对数学问题进行探讨，在真实的情境中求解。这种策略

围绕一个核心课题展开，强调学生主动参与，增强学生动手能

力，增强学生的协作精神。教师首先要确定项目的主题，要紧扣

教学、能激发学生兴趣和探索欲。比如组织一个“校园阳光花园

设计”项目，在讲授测量和几何概念的时候，引导学生分组开展

校园花园的规划设计、现有空间尺寸的测量、植物需要量的计

算、预算所需费用等活动。同学们在完成任务过程中，要经过多

步的摸索。首先，进行实地考察，学生对校园内指定的区域进行

分组测量，并对资料进行记录，就如何使空间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进行了论述。这一过程促进了学生对测量概念的实际认识。其

次，学生利用测量结果进行花园布局的设计，掌握有关计算如面

积、周长等的几何知识进行图形绘制。这一阶段的练习，给学生

加深对几何形状及其性质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应用数学知识的机

会。最后，成果展示。各组学生可将自己的设计方案通过海报、

模型或口头报告的方式展示给全班同学。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既表

现了数学方面的知识，同时也锻炼了自己沟通与表达与协作的能

力。教师在展示过程中给予适当的指导和评价，从不同的角度帮

助同学们审视的工作，促进他们自身的反思和完善。[9]

（四）科学应用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有效应

用能够提升学习体验，增强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理解。教师可以利

用多种技术手段，创造丰富多样的学习环境。首先，采用互动白

板可实现直观的教学展示。教师可以以图形化的方式将数学问题

进行呈现，以利于学生对抽象概念的理解能力的提高。比如，在

讲解几何图形的时候，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分析它的性质，通

过动态的方式来展示它的变化。这种视觉上的刺激，对同学们在

实践中掌握基本的几何原理是有帮助的。其次，教师的教学设计

也应融合多媒体资源。例如，利用数学动画视频可以生动形象地

展示复杂的数学问题，帮助学生在视觉和听觉上进行全面的理

解。在学习概率统计时，可播放有关动画，并对随机事件的发生

过程进行演示，使学生在观看中掌握基本的观念。此外，在线学

习平台也是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要方式。教师可以借助于平台发布

数学任务，设置在线测验，鼓励学生进行课后复习巩固。

平台的即时反馈机制，可以让学生及时了解自己在学习过程

中的掌握情况，促使学生在学习策略上进行调整学。[10]

四、结论

总之，体验式学习为小学数学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通过实际操作、情境模拟和项目学习等形式，学生能够在愉快的

氛围中掌握数学知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体验式

学习有望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学生的全面发展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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