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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教育的创新模式要求不断提高。数学一直是教学中的一门重要学

科,数学的学习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但同时数学也是一门较难的学科,使许多学生产生了恐惧心

理。因为小学生年龄小,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弱,而数学知识又是抽象的,蕴含着许多需要逻辑思维参与的

知识。当小学生学习数学时,他们往往很难理解数学中的抽象知识,导致数学学习不太理想。为了克服数

学学习中的这种难题,小学教师应拓宽视野,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把关注点转向学生,重视对学生逻辑思

维能力的培养,教会学生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自主解决问题,重视学生核心素质的培

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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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requirements for innovative modes of 

education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Mathematics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eaching, and the 

study of mathematics is crucial to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mathematics is also a 

difficult subject, which makes many students feel fear. Becaus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re young, their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is weak, and their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s abstract, which contains a lot of knowledge that 

needs the participation of logical thinking. Whe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 mathematics, it is often difficult 

for them to understand abstract knowledge in mathematics, which leads to unsatisfactory mathematics learning. 

In order to overcome this difficult problem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should broaden 

their horizons, chang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students,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teach students learning methods, cultivate students' independent 

thinking ability, solve problems independentl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quality, and 

promote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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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小学是数学教育的启蒙阶段,在提倡核

心素养教育的背景下,如何从小启迪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良好

的思维习惯和品质,为人才强国奠基,是小学数学教学的使命。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要求：“使学生具有

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数学课的日常教学中,教师要发挥主

导作用,以学生为主体,充分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主观能动性,

通过各种途径有意训练启迪学生的思维。本文从小学数学的教

学入手,试论如何启迪小学生的数学思维。 

1 培养数学思维能力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的竞争对于人才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而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逐渐成为社会各界人士关注

的话题。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

时期,应该引起数学教师的重视。但就目前来看,一些教师为了

应试教育会选择让学生死记硬背公式或者做大量习题,这样的

教学模式势必会降低小学生的学习兴趣,久而久之甚至会让他

们产生厌学的情绪。 

数学思维能力,有助于小学生认识、表达、概括周围客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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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存在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解决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一

些简单数学问题。因此,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培养学生善于思

考的习惯,引导学生不仅要理解和掌握知识点,而且还要能够将

知识用到生活实际当中,从而促进其综合发展。所以,在小学数

学教学中要重视思维训练。 

2 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思考 

2.1多用教具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 

小学数学知识虽然相对简单,但对于年龄小、缺乏生活经

验、抽象思维能力较差的小学生来说还比较困难。教学时可以

多借助一些教具,让学生对已有的问题进行联想,启发学生用发

散的眼光看问题,化抽象为直观,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如,

教学《多边形》时,教师利用教具让学生拼一排、摆一摆,通过

亲自拼摆,学生知道了多边形的组成。多样化的教具为学生的探

究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教师利用教具引导学生有效参与教

学活动,强化操作意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 

2.2课堂适度提点点拨,增强学生思维的敏捷性 

在课堂上,教师在教课的过程中为了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常

常采取提问的方式让学生回答问题,这样可以检查学生学习的

程度,也能够使学生学习的效力加强。另一方面,教师进行提问

最重要的是给学生提点点拨,在学生不会回答问题或者想不透

彻时适当点拨一下,为学生答疑解惑,可以拓宽学生在学习数学

的思路,创造想象发展的空间,增强学生思维上的敏捷性。 

例如,在我们所学的“行程问题”这类题中,教师可以巧妙

设立一个疑问,讲解:两城市相距200千米,小明和小红两人骑自

行车分别从两城出发,相向而行。小明每小时行10千米,而小红

每小时行15千米,小红在途中因为其他事情耽误了半小时,然后

继续前行,最后与小明相遇。求从出发到相遇经过几小时?这道

题目与以往简单的行程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中间小红耽误半小时,

而小明这半小时一直在行进,所以在学生疑惑不解时教师可以

适当点拨,告诉学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画图将题目中所有的

要素都列出来,这样才能够清晰明了地知道解出这道题需要往

哪个方向想。而学生听了教师的话,会在本子上画出相距的最远

距离,画出小人,他们的速度和耽误的时间,然后教师继续说:

“我们不管中间谁停留,一方走一方不走的路程是算在全部的

路程里,还是不算哪?”“对,应该将耽误的行程也加进来,用(15

÷2)再加上200就是他们全部的路程,而路程除以速度等于什么,

时间。那我们今天所求的是什么,对,时间。”就这样一步步引导

学生列出式子,做出答案。因此我们可知教师在教授题目时,设

置相应的情景环境,在学生回答困难时做出相适应的点拨,不仅

能激发起学生对问题答案的求知心理和浓厚的解题兴趣,同时

能使学生在解题中展开联想,进而有效地培养了学生学习数学

思维的敏捷性。 

2.3小组式课堂讨论,逐步培养数学思维的批判性 

小学数学题目很多时候存在固定答案,有时又存在着不确

定因素,因此学生在学习数学这门学科时要具有批判性思维,在

保证基础知识牢固的情况下,带着批判的心态去看题目,因此教

师可以多在课堂上加入讨论环节,让学生在讨论中分享自己的

疑惑,共同解答,一步步将题目刻画进自己的脑海里,加强数学

学习的深刻性,提高学习数学的积极主动性,使自己学习思维中

充满批判色彩。例如,在学习因数和倍数时,教师可以先将班级

内成员分成几个小组,作为小组讨论成员,先说好讨论规则,老

师所说的概念知识点中存在一些错误,需要自己找,哪里错应该

明确地说出来,同时能够回答出正确的答案,答对的小组可以加

分,赢得奖励,而答错的小组或者一个也答不出来的小组则今日

的作业题目会相应增加。这样定好相应规则,然后让学生自己预

习10分钟,在这10分钟内教师可以不断穿插讲解为学生答疑解

惑,这样可以刺激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然后教师正式出题,

为了学习的连贯性,教师最好按照学习内容的顺序进行讲解出

题。例如在讲解概念时,被除数和除数是个易混淆的概念,教师

则可以故意将因数和倍数的概念说反,然后教师再以口算的形

式说8÷4=2中8是2的倍数,2是8的因数等一系列带有因数和倍

数概念的数学运算题,在这其间,因为学生有老师预先提出的问

题需要回答,可能会时时刻刻、仔仔细细听教师所说的每个字,

可能很快得出错误或者正确的结论。而对于概念不清晰的学生

和学习过程中走神的同学可能不会准确说出判断,这时就需要

小组内进行一番讨论。 

等教师正式说完,教师说开始讨论,学生小组直接开始讨论,

在这过程中学得较好的同学可能会不知不觉帮助学习差的学生,

互相补充经验,同时能够从他人的错误中反省检查自己的不足,

学生在讨论中不断地强调“被除数是除数的倍数,除数是被除数

的因数”这个概念,逐渐将概念深入脑海,同时因为存在的错误

性,学生可能会对教师说的每一点内容都产生批判性,都将带着

疑惑与书本对照,一步步验算、比对,加深对数学知识点的深刻

性,提高了数学课堂效率,也增强了学生学习数学的批评性思维,

以致能够在以后的数学学习中开阔思维空间,寻找更多的思路

学习。 

2.4增加学生数学思维的深度 

近几年深度学习非常热门,充分说明大家渐渐意识到知识

学习深度的重要性,只有学生经历了足够的深度学习,这样的学

习对学生来说才更加具有意义。只有深度学习才能让学生灵活

掌握知识,融会贯通。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小学数学知识非常简单

不需要深度思考,也有人认为只要让学生记住简单的做题方法,

直接套用又快又省事,事实上很多小学数学老师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这样的学习应付小学这样不复杂的问题,可能不至于出现

大的问题,但是长此以往,学生思考问题都会流于表面,不知道

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以后遇到复杂问题就不能融会贯通,思考也

会出现较大的问题。例如,在教学比较几分之一的大小时,很多

学生采用的方法是直接比较涂色部分的大小,非常地直观,或者

有的教师直接总结出几分之一中分母越大则几分之一越小这样

的结论,我认为这样的结论可能让学生做题更快,但是这缺少了

对几分之一的深度思考,让学生忽略了分数的意义,也就不理解

分数的意义,应该引导学生从分数的意义加以理解去比较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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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数学思维能力对数学的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要

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与时俱进地学习科学而先进的教育理论

知识,并付诸自己的教育实践,思考出有益于提高学生思维能力

的教学方法,真正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为学生的

终身发展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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