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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反馈属于关键性环节，

主要信息内容分为学生对自身学情的反馈与教师对教学中学

生的知识掌握程度的反馈。通过这两类反馈信息的良好把握，

能够为教师的教学过程优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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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馈是指教学结果会以信息的方式返回到原有的教

学系统当中， 教师可通过对整个反馈系统的掌控与反馈信息

的把握，对后续的教学过程进行优化。而教学行为往往是围绕

某一内容展开，信息反馈会渗透在每一个教学环节当中，所以

课堂反馈的有效性需要基于其过程性、针对性及时效性。课堂

教学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对教学质量形成影响的因素很

多，教学反馈是其中的核心因素，文章主要针对小学数学教学

反馈的优化途径展开分析，以期为教学过程的优化提供参考。
一、丰富小学数学教学反馈的多元形式

由于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具备一定的动态变化特性， 所以

教师需要充分融合教学实际情况，对其中的教学环节、提出问

题、学生个体和表达方式等存在的差异实现多元化的反馈。一

方面，教师可在课前预习与课堂教学中进行仔细观察，并通过

提问、测试、练习等方式去获得学生的学习信息，并做好及时

反馈，需要重视问题提出的分层性，保证信息反馈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 教师还应结合学生性格差异与基础认知能力的差

异去展开个性化的反馈，同时，还应重视语言与非语言形式的

反馈。
比如，在讲解“面积与面积单位”相关内容时，为了让小学

生深刻理解什么是面积， 教师需要有效调动学生的体验感知

来理解。 要想把握学生的体验到底如何，掌握程度如何，一般

教师可选择提问的方式去反馈信息。如讲解小学三年级的“搭

配问题”，题目：小明有两件上衣和两条裤子，他能够搭配出多

少种不同的穿法？ 许多学生解答这一问题采取的都是连线搭

配法，虽然这一方法可行，但透过这一信息的反馈也让教师了

解到学生有序思维的匮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借助多媒体

进行教学优化，利用实物方式呈现学生的连线方法，从而让学

生的理解变得更为明晰。总之，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信息反馈形

式应当结合教学内容、目的的不同进行预设，保证其形式的多

元性。
二、加强小学数学教学反馈的针对性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认清教学目标，紧紧

围绕教学任务与不同教学内容特点去展开针对性的教学信息

反馈，保证反馈内容有的放矢。 一方面，结合学生的学习内容

需求，为其提供更适宜的反馈信息；另一方面，针对学生的学

习方法需求，重点优选学习方法策略的反馈信息。对基础能力

与接收能力强的学生，要注重获取激发其潜力的反馈信息；对

于基础能力与接受能力较弱的学生， 应提供符合其学习实际

的策略反馈信息。
比如，在讲解“三角形内角和”相关内容时，大多数学生对

三角形的内角和为 180°是如何验证得出的并不了解。 所以在

教学过程中，绝大多数的学生会拿起量角器进行测量，测量的

误差使得学生得出 179°、180°及 181°等数据。 在这一过程中，
教师便可结合课堂教学中获得的信息开展“角的剪折”实践操

作教学，让学生通过对三个角的拼接得出平角，进而验证三角

形内角和为 180°。 可见，教师反馈信息的传递需要具备较强

的针对性，才能让学生更为高效地掌握所学知识，从而提高课

堂教学实效。
三、强化小学数学教学反馈的时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教学反馈具备一定的时间效应，一旦反馈

信息的把握超时，其优化教学过程的功能便会大大减弱，数学

课堂教学的及时反馈离不开师生之间的互动， 教学中恰当的

“延时反馈”可以调整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 因此，教师必

须在教学中时刻注重把握反馈的时效性。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教学反馈的主要作用在于发散学生思维， 进而提升课堂教学

实效性，所以教师应当高度重视反馈的时效性，及时向学生表

达赞许与肯定，不仅能够营造愉悦的课堂教学氛围，还能实现

事半功倍的效果。 具体来讲， 强化小学数学教学反馈的时效

性，主要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教师应当将学生在课堂学

习中的神情、动作、问题回答信息作为反馈的主要信息源；另

一方面， 从学生存在困惑的数学问题当中去找寻有用的反馈

信息，进而对其或是对全班进行针对性指导，实现学习成效的

全体提升。 此外，由于会受到各方因素的影响，课堂教学信息

反馈会出现一定的延迟，所以教师更要做好延时反馈，所谓延

时反馈也即在有效时间内进行精准反馈， 不可超过一定时效

导致反馈丧失其功能价值，否则无法凸显良好的反馈效果。
综上所述，在小学数学中良好地把握教学信息反馈，能够

对教学过程予以合理优化。 有效反馈作为学习指导的有力杠

杆，能够帮助学生突破思维定势，找准数学学习的最佳方法与

途径。同时，重视教学反馈也是对“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的有

力践行。所以，如何优化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反馈是一个值得一

线教育工作者深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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