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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数学教学中,应该重视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的策略,要明确现阶段素质教育下相关政策和体

系的实践价值。本文重点概述小学数学教学中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相关问题,通过阐述综合能力的组成

部分,了解现阶段的培养情况,旨在利用制定的科学策略推动教育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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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ategy of improv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clarify the practical value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systems under quality 

educa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verview of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improv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expounds the components of comprehensiv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training situation, and aims to us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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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属于一门基础学科,对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影响较大,应

该重视现阶段素质教育对小学数学教育提出的严格要求。社会

经济的飞速发展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学生们拥有了新的想

法和思路,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该抓住学生的个性化特点,

有条不紊的开展教育工作,让他们的综合能力明显提升。 

1 小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现状 

1.1教学模式枯燥 

受到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小学数学教学中反映出教

学模式枯燥的问题,教师习惯使用板书式教学手段,通过密密麻

麻的文字和数学符号呈现出教学内容,这对于学生的理解非常

不利,甚至使其产生了厌倦情绪,降低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基

于这种现象,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

要,需要教师们积极转变思路,正确看待教学模式的优化,通过

合理途径完善教育体系并丰富教学成果[1]。 

1.2学生认知错误 

在教育工作实际开展时,教师们只是将理论内容的梳理当

做授课重点,只要学生对其有所认识,便固化的传授其解题方法,

这堂课就此结束。此类教学方式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学生的认

知反映出不足,他们时常处于被动地位,难以准确理解和解读知

识,影响到学习实效性,也阻碍了综合能力的提升。 

1.3教师水平不足 

作为学生学习之路上的引导者,教师们的综合素质将影响

到学生学习成果,更关系到他们综合能力的提升。根据实际情况

分析,小学数学教师反映出水平不足的问题,主要是他们的教学

思想过于传统,教学手段过于单一,从而打击了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也阻碍了他们的长远进步,是综合能力培养中的显著障碍。

要关注教师们的综合情况,通过适宜手段转变其思路和认知,让

其专业水平进一步提高,服务于小学生成长及发展。 

2 小学数学综合能力内容概述 

2.1观察能力 

观察属于认识事物的重要开端,观察能否全面、细致都将影

响到实际效果,因此要重视观察能力的培养标准。教学活动具体

开展时,教师应该重视学生们是否具备正确的观察方法,引导着

他们积极分析事物并观察事物,认识到多种规律以及多个方面,

判断事物的基本特点,达到全面了解的目标[2]。 

2.2分析能力 

分析主要是对获取到的信息展开详细整理的过程,通过细

致的归纳和总结,保证学生们独立思考,对显著信息、隐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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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重判断,有助于给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小学教育活动实际

开展时,教师要明确学生情况,启发并引导他们对问题展开深入

解读,让他们更好的处理实际难题。学生也会在相应的实践中总

结经验,寻找到多种信息间的关系,将现有信息合理整合,探索

出可靠的路径。 

2.3推理能力 

对于数学学科来说,推理能力属于重点内容,也是串联起新

旧知识的重要渠道。在教学活动稳步开展的时候,通过看一看、

想一想等活动进行推导,使得活动成果更加显著[3]。关注学生推

理能力的强化,可以让学生们探索出崭新的学习路径,对他们全

面了解新旧知识间的联系具有较大帮助,还能激发其学习积极

性。比如学习到“圆的面积公式”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对圆形均

分,通过剪刀剪下各个部分,倡导学生对其重新摆放,摆出近似

于长方形的圆形,让学生观察并交流长方形的长、宽和圆周长、

圆半径的关系,借助于长方形的面积公式适当推理出圆的面积

公式。 

2.4归纳概括能力 

归纳概括属于认知过程的升华,在开展教学活动的时候,学

生要经过独立探究以及相互合作,针对于所学知识的计算方法、

推理结论等适当归纳与总结。若是学生们不具备相应的归纳概

括能力,将难以将认知结果形成法则以及定律等等,学生思维也

会滞留于特定范围,无法实现突破。教师要通过诱导、启发等多

种多样的方式,让学生的归纳概括能力明显强化,保证他们的认

知也能从感性层面上升至理性层面。 

2.5语言表达能力 

对于小学生来说,语言表达能力是一项基础技能,是他们展

示认知以及交流的途径。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倡导学生们积

极的讨论和合作,通过归纳概括以及成果汇报等形式锻炼语言

表达能力。通过不断的实践,学生的语言表达更加流畅,他们所

说的道理也能浅显易懂,给人一种便于理解和接受的效果。 

2.6计算能力 

计算能力属于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基础,更是贯穿于学生

学习全过程。新课改背景下,需要学生在计算方面达到熟练、正

确以及领悟三个层次。教师要对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高度重视

起来,通过强化口算实践力度,使得他们打下坚实基础；通过记

忆性训练,促使学生对知识点铭记于心；在逐步培养良好学习习

惯的基础上,让学生合理总结并分析,强化学科综合素养[4]。 

3 小学数学教学中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策略 

小学数学属于启发学生逻辑思维的重要学科,对于他们的

成长和发展影响较大,应该重视小学数学教学活动的稳步开展,

合理利用正确手段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数学本就是逻辑性较强

的学科,各个环节的知识点紧密相连,且体现出严谨性,对于提

升学生综合能力具有较大帮助,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下述途径

开展教育活动： 

3.1重视环节趣味性,锻炼观察及分析能力 

小学生有着较强的好奇心,他们对于新鲜事物有着浓厚的

探索兴趣,教师要抓住这一切入点,合理的开展趣味教学活动,

让学生在竞争和参与中提高综合能力。但是在传统教育思想的

影响下,教师习惯于运用传统教学方案,以至于影响到学生对新

知识的吸收,也引起了他们的厌烦情绪,难以融入到各种活动的

实践行列。基于此,教师可以结合小学生心理特征加以分析,适

当使用现代化教学技术,如翻转课堂和微课视频等,保证学生们

拥有清晰的知识认知,主动构建起思维导图,自觉梳理知识框

架。现代元素与数学教学活动的结合,让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

动性充分体现,为综合能力的培养奠定坚实基础。 

 

小学数学教学程序图 

比如学习到“乘法运算”一章节内容时,可以将两个数相乘

的算式写成多个相同数字相加的形式,让学生们对加法运算加

以巩固,给学习乘法做好必要铺垫。教师可以在学生们积极参与

的时候,适当点拨并启发他们对乘法的认识,让学生对知识产生

浓厚的探索兴趣,主动投入到背诵乘法口诀表的行列,强化运算

技能。再如,学习到“数字的大小比较”时,教师要明确此类知

识对小学生来说相对抽象,教师要适当的启发他们,拓展其学习

思维,通过渐进式保证学生了解数的大小。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

培养学生正确的解题思路,让他们在兴趣支持下革新认知,强化

教师教学效率,培养学生综合能力[5]。 

3.2稳固综合能力基础,提升表达能力及计算能力 

小学生天性活泼,他们更愿意接触多种多样的事物,兴趣爱

好的差别十分明显。小学数学教学中,需要重视阶梯化形式的存

在,这对学生属于一大考验,影响到他们不同阶段的学习进展。

教师要在教学中关注学生心理情况,根据学生学习特征确定适

宜对策,保证稳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想要进一步提升综合能

力,教师应该注重科学合理的方案,还要根据学生特征加以判断,

保证学生们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 

比如学习到“圆”这一章节时,教师可以让学生们联想生活

中圆形的事物,通过适当点拨,确保学生的注意力更加集中,由

此深入理解所学知识。教师可以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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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的特征,让学生们自主讨论和交流,回顾日常生活中接触

到的元素。对于小学生来说,提问具有一定的实效性,可以营造

出紧张氛围,让学生的注意力更加集中。通过讨论和思考的密切

结合,让学生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不断发展,使得他们更好的配

合指导。教师要结合学生的情况,适当规范学生参与的过程,保

证他们对圆的相关知识自主解读,如分析圆心、圆半径、圆直径

等,稳步提升综合实践能力。教师由简单问题引申到重难点问题,

巩固学生学习基础,体现出数学知识的趣味性和知识性,提升他

们的学科素养。 

3.3关注互动环节的设定,强化推理及归纳总结能力 

小学生通常喜欢团体活动,他们渴望交流、互动,倾向于轻

松、活跃、自由的氛围中学习和成长。想要优化学习的成果,

应重视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等,保证在良好的氛围下锻炼学生综

合能力。互动过程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借助于师

生问答等途径,营造出特定的空间,使得学生们发出疑问并进行

解答。小组内互动讨论时,可以将问题详细概述,通过集思广益、

共同参与的实践方案,让现实问题得到解决,促使着学生们全身

心投入到学习活动中,由此提升学习效率,强化知识迁移能力。 

比如学习到“方向与位置”一课时,教师要通过基础知识加

以引申,让学生们了解“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位原则,

在辨别方向的时候,要正确理解基础方向的确定思路[6]。为加深

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印象,教师可以在具体的实践中融入多媒体

课件,让学生通过直观的图像、视频或者是动画等明确方位知识,

通过课堂提问中让学生辨别医院、公园和动物园等基本位置,

鼓励学生提升学习技能。因为学生对日常生活体验较为深刻,

所以在教学中合理融入生活化元素,能够为他们综合能力的提

升创造条件,也是让其巩固学习基础的关键途径。 后,教师可

以让学生总结并归纳方位知识运用的技巧,设定出一条简单的

公路线,帮助小明或者是小红回家。探究问题的设定,促使着学

生的学习成果和体验更为深刻,也能进一步锻炼他们的知识迁

移能力,让其具备推理思维和归纳总结的意识。 

4 结语 

新的时期,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成为了重

中之重,要运用科学化手段开展教育工作,保证优化基本的教学

成果,提升教学的整体质量。对于现阶段的小学生而言,要通过

多元化途径优化教育体系,在丰富多样的活动实践中锻炼他们

的思考能力、推理能力和归纳总结能力等,使其具备一定的学科

素养。在本文的详细概述中,明确了小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现状,

阐述了具体的问题和不足,在概括综合能力相关内容的基础上,

制定出具体的实践策略,旨在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使其稳步

优化小学数学教学成果,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1]李雪梅,李文联,郑东俊.研究儿童 从“心”出发——基

于深度学习的小学数学智慧课堂构建的师生问卷调查报告[J].

教育科学论坛,2022,(10):56-58. 

[2]袁智斌,罗博深.数学教育的关键所在:探究阅读、计

算推理、思辨交流、快乐学习——与美国国家奥数队总教

练罗博深教授的对话[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

版),2022,40(04):117-126. 

[3]钱中华,羊琴.小学数学教学材料的基本要求及主要类型

——基于学生数学学习引发思辨的思考[J].教育科学论

坛,2022,(08):62-65. 

[4]严慧敏.为“达”而“读” 为“达”而“思”——“读

思达”教学法在小学数学解决问题教学中的运用[J].福建教育

学院学报,2022,23(02):95-96. 

[5]苏航.小学数学教学中生活知识教育的渗透——评《小

学数学教材中的大道理——核心概念的理解与呈现》[J].中国

教育学刊,2022,(02):118. 

[6]杨建明.在小学数学课堂中实施分享式教学的“六步

式”思考——以“分数加减法”一课为例[J].教育科学论

坛,2022,(04):34-36. 

作者简介： 

李圣文(1966--),男,汉族,湖北荆州人,大专,中小学一级教

师,从事小学数学教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