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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知识的特点是抽象性很强，为了能够使数学教学质量从根本上得到提高，首先要辅助学生建立数学思维，这样学生才能真正提

高学习数学的能力，可以用多元的方法解决数学问题。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培养一般数学思维，还要培养逆向思维，使

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能灵活地学习知识和解决问题。因此，本文将浅析逆向思维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渗透和培养方法，以供相关人士参考

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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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学在小学教育中是一门基础学科，大部分学生在学习时都感觉很

吃力，老师的教学方法跟不上时代，且因为学习压力巨大，所以学生的

学习能力得不到提升。因此，接下来将探讨一些帮助初中生更好学习数

学这门学科的方法。 

数学学科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要求很高，如果小学阶段学生已经养成

了思维定式，数学成绩就很难得到提高，只有让学生培养好思维能力，

尤其是逆向思维能力，才能在数学这门学科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在小学数学中培养学生逆向思维的意义和问题 

1.1 在小学数学中培养学生逆向思维的意义 

让小学生用逆向思维思考问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但是小学生的学

习能力比较强，在学习过程中采用正向思维与逆向思维相结合的方式，

让学生创新性地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1.2 在小学数学中培养学生逆向思维面临的问题 

第一，小学数学老师在教学活动中，因为学生的年龄比较小，理解

能力有限，老师为了能够快速完成教学任务，所以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

力去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能力。第二，缺乏逆向思维培养方法，虽然有

一部分老师已经认识到逆向思维的作用，但是小学生对知识的学习能力

和知识基础是有限的，导致一些教学方法无法利用，老师对升高教学难

度后学生能否熟练掌握知识没有把握。 

2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逆向思维的方法 

2.1 结合教科书，培养学生逆向思维 

含义、原理、定律是数学的主要组成部分，熟练掌握数学公式是学

好数学的关键，数学公式是可以转化的，这种转换正是体现了逆向思维。

数学老师在进行教学活动时，要注意引导学生对数学公式进行转换，以

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 

2.2 与实际生活相融合，培养学生逆向思维 

由我国发明家苏卫星发明的“两向旋转发电机”诞生于 1994 年，同

年 8 月获中国高新科技杯金奖，并受到联合国 TIPS 组织的关注。1996

年，丹麦某大公司曾想以 300 万元人民币买断其专利，可见其发明价值

之巨大。说到“两向旋转发电机”的发明，也应归功于逆向思维。翻阅

国内外科技文献，发电机共同的构造是各有一个定子和一个转子，定子

不动，转子转动。而苏卫星发明的“两向旋转发电机”定子也转动，发

电效率比普通发电机提高了四倍。苏卫星说，我来个逆向思维，让定子

也“旋转起来”。逆向思维是他得以发明的思维基础，也是他对创造发明

思想的一大贡献。 

2.3 改变学生畏惧逆向思维心理 

根据一些现象，发现有些小学生对一些数学题产生了畏惧的心理，

这种现象从心理上制约了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发展。老师要创新教学方式，

使学生对数学产生兴趣，以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能力，可以改变学生思

考问题的角度，只有思维方式拓宽了，学生才会克服对数学题的畏惧心

理。 

2.4 加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首先，加强老师和学生的互动，对于数学老师来说，要摒弃传统的

教学观念，对教学观念进行创新。在以往的数学课堂上，老师站在讲台

上给学生讲解理论知识和公式等的运用，学生在座位上听讲、记笔记，

使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大大降低。所以，老师要转变教学观念，使学

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充分发挥课堂指导者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老师注

重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人格魅力，要以温和的态度与学生进行互动；

在日常的学习中，要善于观察学生，关注学生所关注的话题和学生的优

势，多多参与学生的活动，及时掌握学生掌握知识情况；在学生学习过

程中，正确引导学生运用逆向思维能力。其次，教师可以多开展一些类

似辩论赛的活动，让学生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增强团队协作能力。

让学生自由发言，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从而使学生互相启发，在交

流中互相启发，使学生在互助中共同进步。 

2.5 加强使用反例教学培养小学阶段学生的逆向思维 

在数学教学中还有一种常見的教学方式，那就是构建反例法。在学

生遇到困难性比较大的数学实际问题时，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举一些具

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进行检验，简称举例子。尽管这不能用来检验命题的

对错，但却让学生发散思维，在数学问题中能力得到培养，突破了固定

思维模式，增加了题解的效率。比如说，在“认识基本单位”这一课程

的讲解中，教师可以让学生想想日常生活中测量距离的单位，让学生了

解百米跑道的单位是“米”，而尺子上的刻度是“厘米”，让学生更好的

区分这两个单位，掌握课堂的基本知识。 

综上所述，培养小学生的逆向思维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在小学数学

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需要老师合理应用教科书，将逆向思

维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逆向思维的训练，引导

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有助于拓宽学生的解

题思路，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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