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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师要努力打破传统的数学教学方式，通过对教学手段和环境的不断优化，来激发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思维的引导下，

得以更好的获取数学知识，实现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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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的主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具体的方法就

是让学生在学习训练中，以学生自己的思维特点为基础，合理学习教学

内容，进而实现数学思维的提升。数学课堂是培养学生数学思维的主要

场所，为了更好的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教师就要切实地将思维能力的

培养贯穿于整个教学之中。下面，以如何更好的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

学生的数学思维进行几点看法的讨论和探究。  

1 创设合理教学情境，激发学生思维激情  

良好教学情境的创设，不仅可以有效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同时

还能有效地帮助学生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进而实现数学思维的提升。

对小学生而言，其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都还不成熟，这在一定程度上就

使得学生的思维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即学生的思维常处在被动的思考过

程中，为此，教师就要积极地抓住良好的教学时机，为学生精心创设合

理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得以在相应的教学情境中通过多动手、多动口等

方式来实现探究欲望的提升，进而使学生爱上数学、能够主动的去获取

新知识。问题是学生获取知识、激发思维的关键所在，可以说问题就是

思维活动的开端所在。所以，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就要努力以实际

的教学内容、教学状况、学生的实际学习水平等为依据，合理而科学的

创设问题情境，借助在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学习需求之间制造“距离”来

诱导学生进行学习，激发学生的数学思维。例如在学习“已知圆的周长，

求圆的直径”的时候，教师就可以将数学题以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即

“今天老师在操场的大树下听到有两个学生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

将这个大树给砍掉，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知道它的主干的直径是多少呢？

听到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思路呢？”像这样，通过对问题情境的

创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快的就被激发了出来，之后，再在量一量、

画一画等动手实践中学习，学生就能更好的对新知识有一个理解，同时，

其思维能力也会有所提升。  

2 引导学生变化思考，提高学生思维能力  

小学生的变通能力通常都不太强，换句话说就是小学生的思维普遍

的单一。为此，在实际教学中，像是在学生做练习的时候，教师就要有

选择的为学生安排练习题，并鼓励学生多思考，引导学生寻找更多的解

题思路和解题方式，并让学生在分析比较做题方法的过程中实现数学素

养的提升。例如在实际指导学生绘画线段图的时候，教师就可以先启发

学生从对应量和距离的角度进行思考，然后以此来激发学生的思维，让

学生在小组讨论或是自主思考中探究不同的解法。像这样，以一个问题

为核心，紧紧围绕它展开思考，不断地变换角度，增加学生自身数学的

思维灵活性。此外，教师还可以适时的为学生设计一些具有发散性的题

目，例如在学习“比”之后，教师就可以设计这样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

联想：“我们班的女生人数与男生人数的比是四比五，通过这一句话，你

们能够联想到什么呢？”有的学生回答道：“男生人数比女生人数多。”

还有的说：“女生人数和总人数的比是四比九。”等等诸如此类的回答，

切实地做到了让学生在提出不同的问题中，实现了从不同角度去思维的

教学目的，进而加强学生对数学的理解能力，并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

提高了数学思维的灵活性。  

3 加强语言表达训练，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语言是推动思维发展的重要工具，是提高学生数学思维的关键所在。

对小学生而言，由于生理年龄较小、人生阅历较少，就导致了其叙述的

思维条理还不是很清晰，尤其对数学这门学科，其数学语言表达的能力

更是匮乏。为此，教师就要以此为突破口，加强对学生数学语言表达的

训练，让学生在语言表达中发展思维，实现数学素养的提升。为了更好

的进行数学语言的表达训练，教师还要提高自己的教学耐心，增加自己

对学生的关注度，鼓励学生敢说，培养学生会说。然后，教授学生基础

的语言表达模式，像是教会学生用“之所以……是因为……”“已知……

可以求得……”等语句去说。 后，在数学教学实际中加强对学生语言

表达的引导，像是在做练习的时候，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将自己的做题思

路用“说”的形式表达出来，引导学生合理利用“要  

求……必须先求……”“已知……可得……”等叙述语句。例如在学

习“圆柱体的体积计算”的时候，教师就可以在学生经过实际操作得出

结论之后，提高“说”的方式去将推导的过程叙述下来：“将圆柱体划分

成一个近似于长方体的图形，这时，这个长方形的底面积就是圆柱体的

底面积，长方体的高就是圆柱体的高，进而得出圆柱体的体积计算公式”。

又例如在学习“小数和复名数”时，教师就可以在学生做完练习之后，

引导学生去考虑小数与复名数相互改写的问题，之后再要求学生将具体

的改写方法说出来，像这样，通过“做”与“说”的反复训练，不仅可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还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促进学

生数学思维的快速发展。  

总而言之，在小学数学教学课堂中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是势在必行

的，因为良好的数学思维可以有效地带动学生进行自主的学习和探究，

让学生在激发求知欲、探索欲的同时，对世界产生好奇心，进而形成科

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从而实现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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