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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初中数学阅读能力培养初探
濮澜涛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八十八中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数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语言，现

在数学已成了所有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等的

工具和语言。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龙菲尔德曾说过：“数学不过

是语言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而语言的学习是离不开阅读的，

数学的学习更离不开深入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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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生数学阅读困难因素

（一）数学学科的特点

数学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符号语言、图表语言。其中每一

个符号都有特定的涵义，由于数学语言高度简明的特点，如不

对一些符号和图表进行解释，则会影响学生的阅读理解。而且

数学概念所表达的对象都是自然界所没有的。无论在语言方面

还是在内容方面，都非常抽象，这导致学生在阅读理解过程出

现困难。

（二）传统的数学教学模式

传统的数学教学模式以讲解为主，讲练结合的题海战术为辅。

在数学的教与学的过程中，仅注意数式的演算步骤，而忽略对学

生进行数学语言的理解方面的培养 . 这种强化训练省时、学生接

受快、能考出好成绩。殊不知在传统的数学教学模式中学生没有

时间去阅读教材，学生课外阅读时间就更少，这就导致学生的独

立阅读题目，独立理解题目的能力比较低，这也是学生数学阅读

能力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抓好初中生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

能为将来一些理科内容的不断学习奠定基础，有助于培养学生阅

读这些内容的兴趣、能力和良好习惯。数学阅读应作为数学教学

的一种教学方法走进我们的课堂，在教学实践中，应立足于培养

学生的自学能力，教会学生看书，指导学生掌握阅读方法，让学

生领略数学学习的乐趣。要想使数学素质教育目标得到落实，使

学生最终能独立自主地学习，就必须重视数学阅读教学。

二、数学教材阅读对策

数学教材是在充分考虑学生生理心理特征、教育教学原理、

数学学科特点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精心编写而成的，具有极高

的阅读价值。教材是数学基础知识的载体，是数学阅读的主要内

容 . 通过阅读教材，不仅可以学习知识、探索规律、锻炼思维，

还可以通过数学图形和数学规律感知无穷的数学美 . 因此，数学

阅读教学的实质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自主探究学习，指导

学生认真阅读教材、准确把握知识的重点和关键。

（一）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兴趣是学习的内在动力，是开

发智力的钥匙。有了兴趣，学生就能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主动进

行学习。是否有兴趣，阅读的效果很不一样。很多学生拿到题目

之后就忙着去做，根本没有认真阅读题目的习惯。这是普遍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从初一年级抓起，强化阅读训练。在课前让

学生阅读并提出要求，课堂上检查。增强学生主动获取信息的意识。

总之要让学生多读、勤读、爱读，进而对题目上的信息进行加工

和复制，形成长时记忆，为解题做好充分准备。 

（二）要善于把书由薄读厚，由厚读薄。注重数学概念的积

累和数学语言的释义能力培养。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 . 比如应用

题的三遍读题法。第一遍是略读，应用题文字较多，信息量较大，

需要快速浏览一遍，了解题目的大意，叙述的是什么，属哪一类

问题，条件是什么，要求是什么；第二遍是细读，在细读中抓住

题目中的关键词和重要语句，将其画出来；第三遍是精读，把应

用题的抽象内容转化为具体内容，把图像、符号转化为文字表述，

或者把文字表述的关系转化为图表、符号。

（三）模仿编题，鼓励创新。教师要鼓励学生对课本中的例题、

习题进行改编。通过改变条件、改变结论、改变数量关系等模仿

编题，对编题新颖有价值的学生进行表扬或把编题写出来，让其

他同学共同欣赏、研讨，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四）教师要加强对学生对数学教材阅读的指导作用，对不

同类型的阅读材料应采用有针对性的阅读方法。如，从阅读策略

方面可分为泛读、略读、精读、研读。根据阅读的目的可分为了

解阅读、理解性阅读、创造性阅读。由阅读内容的特性可分为概

念性阅读、命题性阅读、材料性阅读、问题式阅读。充分利用新

教材中的阅读材料，指导和培养学生数学阅读的习惯、方法和兴趣。

三、数学阅读方法的指导

数学阅读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心理活动过程。但由于数学语言

的符号化、逻辑化、严谨性及抽象性等特点，决定了数学阅读必

须勤思多想、读写结合。这对学生而言，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掌

握的，必须依靠教师对数学阅读方法的指导。阅读不能只是用眼

浏览，而应是眼、口、手、脑等器官充分协同参与。指导学生掌

握正确的阅读方法，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可以使学生较快地提

高阅读能力。

（一）阅读要动口：数学阅读不同于读小说，快速浏览便知

故事情节。数学阅读要对数学概念、定义、定理等知识反复咀嚼，

准确理解。用口默读可以大大提高阅读的准确性。 

（二）阅读要动手：一是动笔圈画。教会学生运用各种符号

表示来不同的意义，以强化阅读重点与关键，做到自我阅读理解、

掌握心中有数。二为动手操作。指导学生边看内容，边动手实践，

通过亲身剪、拼、折、量、摆、画、观察、比较、体验，感悟新知，

深入理解。三为动笔演练。

（三）阅读要动脑：阅读中必有思考，要指导学生顺着教师

依设计的导学提纲和阅读思考题，联系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思

想方法边读边思考，尤其对重点难点内容要字斟句酌，咀嚼体味

数学语言的内涵，探究领悟知识的来龙去脉，理解例题的算理、

思路，形成自己的见解。

四、结语

重视数学阅读，是现代数学教育的特点之一。对于概念、定

理不能简单地背诵，要逐句、逐字地推敲、剖析，直到弄懂其真

正含义。让学生养成读书时动手、动眼、动脑时多种器官合成运

作的习惯。另外，要与其他相近的概念加以比较、区分、总结、

归纳，加深理解，整体把握，才能够真正使学生把所学内容变为

学生自己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