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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思想简单来说就是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过程中，对数学深入理解之后产生的一些想法，也包括对数学学科本身的规律的总结。

结合教学实际来看，在小学阶段，为学生之后的学习奠定基础，引导学生用数学思维看待学习，渗透数学思想。基于此，在教学中渗透数学

思想，让学生对数学知识全方面理解，在思考平的过程中形成数学思维，本文具体阐述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学思想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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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学生刚刚接触到系统的知识，是思维养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阶

段中，教师需要不断渗透一些思想和方法的指引，不仅能学到知识，还

能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教师在教学中充分抓住小学生的学习特点，培

养学生的数学思想，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在面对数学问题时能尽

快找到正确的思路与方法。 

1 小组合作方式展开教学 

借助小组合作方式来展开教学，渗透数学思想，将学生分成不同的

小组，然后设计一些问题，每一个小组根据任务要求来运用自己学过的

知识解出答案，学生之间可以相互帮助，相互讨论。通过这一方式，学

生解出的最后答案印象会更加深刻。例如在学习统计知识时，将学生分

为不同的小组，教师提前设定好不同的任务，然后让小组组长抽签，每

一个小组完成不一样的任务，小组学生可以互相讨论，发挥自己的特长。

题目包括①家庭每月的支出：水费、电费、燃气费、生活费以及其他费

用；②超市中几种代表性蔬菜的价格：黄瓜、胡萝卜、生菜、香菜、韭

菜、辣椒等；③水果店集中代表性水果的价格：榴梿、山竹、苹果、葡

萄、西瓜、猕猴桃等；④干果店几种坚果的价格：开心果、核桃、夏威

夷果、巴旦木、松子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类别，同一

口味不同品牌方便面的价格、不同重量卫生纸的价格、不同肉类的价格

等，教师在此过程中为学生明确各种分类，并且帮助学生设计统计表格，

明确统计的方向。就是在此过程中只是一些引导作用，而不是全方位的

参与进去，仍然让学生为主体，每个小组成员可以相互讨论，进行分工，

运用统计学知识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 

2 引导学生发散思维 

数学是思维启蒙的学科，直接影响到学生之后的学习，为了进一步

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教师需要制定相应的教学目标，结合教材上的内

容进行延伸。整合现有知识内容，分类数学思想，为学生进行一些方法

指导学生，帮助学生去解决一些难点问题。整合数学方法之后，能够让

学生在演绎推理过程中更为快速地获取题目中的条件，然后正确解题，

不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使学生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例如，为了锻

炼学生的发散思维，可以提出一些有多种解法的题目，以学生排队作为

题目，班级一共有 42 名学生，在上体育课时，为了队列整齐，将学生七

名排成一列，一共排成 6 列，单独提出一列 7 名学生来分析，学生从 1

到 7 编号，其中学生 1 不能在最左边，学生 3 不能在最右边，那么这 7

名学生有多少种排队方法。题目信息很多，但是为了解题要获取的条件

并不多，首先让学生提取已知条件，然后运用不同的思路去解题。①确

定好学生 1 和 3 的位置，然后排列其他五个人；②先不考虑 1 和 3 的位

置要求，确定所有排列的方式，然后排除不符合题目要求的排队方式；

③分不同方式讨论，如果学生 1 在其余空的六个位置上，那么学生 3 会

在什么位置，这样通过各个情况的相加得出最终的结果。学生可以发散

思维，通过多种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才能让学生再进行解题时不

会受到单一解题方式的限制，在之后面对其他题目时思维更加灵活。 

3 结合生活实际展开教学 

在教学中结合生活实际情况，渗透数学思想，让学生与日常能够接

触到的知识来辅助自身的数学学习。数学知识学习并不是枯燥乏味的概

念、定义、公式、定理等，而是将这些充满逻辑性的内容展现在学生面

前，让学生了解到知识从何而来，如何在前人不断研究之后总结出规律，

这样也能让学生感觉到知识的魅力，真正的喜欢上数学学习。例如，小

学数学除了让学生学会简单的计算之外，还要让学生将学习到的数学知

识在实际中加以应用，从生活中去找寻数学知识，找到数学和实际生活

的联系。例如，在学习估算时，可以结合物品的单价和数量，在生活化

情境中加以体现，例如超市、水果店、商场等，学生可以在超市中自己

去购物。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本次学习的目的并不是让学生计算单价，

数量和最后的结果，而是让学生估算，因此学生不能利用笔或者是计算

器来计算，而是要通过估算来确定自己在购物时最终的价格。无论是学

生单独比赛还是分小组进行比赛，都可以让学生在此过程中，更好的认

识价格和物品，看看哪一个学生或者小组最后的估算结果和实际价格距

离最近，偏差最小。学生能够了解到基础的物品价格除了估算过程之外，

还能够和他人进行交流，了解到每样物品的名称、单价以及特点等，就

像学生在水果店可以了解到多种水果的特点、口味等等，这样也是生活

经验的一种积累。通过这一操作可以让实际生活经验和数学知识相结合，

利用生活经验来学习数学知识，也能将这些数学知识在实际生活中加以

应用，和爸爸妈妈去外面购物时，也能够快速的估算价格，并且认识更

多的物品。 

结语 

综上所述，学教师不能单纯地通过分数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效,而是要

共同学习中渗透数学思想，让学生学会用数学思维去解决问题，这不仅

仅需要教师的不断努力，还需要学生的配合。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丰

富教学方式，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无论是小组合作还是生活化

教学，亦或是思维延伸，都是渗透数学思想的有效方式。在此基础上，

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理解也会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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