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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数学学习的有效性 
刘立红 

（唐山市丰润区新军屯中心小学   064003） 

“如果一个学生要成为完全合格的、多方面武装的科学家，

他在其发展初期就必定来到一座大门并且必须通过这座门。在

这座大门上用每一种人类语言刻着同样的一句话：‘这里是用

数学语言’。”这段话表达出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掌握数学语

言的重要性。数学课堂教学是学习和运用数学语言的主阵地。

特别是在小学数学教学当中，更要善于抓住时机。教师应该注

意在数学课堂上有意识、有步骤地重视学生解题思路口头表达

能力的培养。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语言逻辑思维的发展，

提高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提高数学教学的有效性。 

第一、从教师方面来说，数学教学语言首先要规范，严谨、

简洁。教师的一举一动都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要

培养学生的数学语言表达能力，首先从教师开始使用规范的语

言，给学生做出楷模。准确规范的数学语言表现在，最基本的

表达的对象和意义应该是正确的，准确的。 

第二、学生方面让学生在口头表述中，训练数学语言表达

能力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小学数学课堂上不仅仅停留在教师

的各种多样性的讲解，更多的注重学生对于问题的思考和解答。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有效的思考与高效的表达相结合，让学生的

解题能力得到更大的提高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培养 

（一）述说解题思路，提高解题能力 
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教材的需要，把“述说解题

思路，提培养表达能力”作为一个阶段的达成目标，在数学课

堂上进行尝试与研究。 

“述说解题思路”，也就是平时所说的说算理，也就是让

学生说出你是怎样想的，把你的解题思路说出来。能说出来就

一定是会做题了，你也就真正掌握了这个知识点。为了突破这

一难题，可以把培养学生述说解题思路的表达能力分成几个步

骤：首先，教师设计的问题要条理清晰，要能够让学生听明摸

准思路。要让自己的每一个环节的设计，每一个训练，每一种

能力的培养都要有所理论依据，而要做到有理有据，就只能把

课标学透。能够让学生沿着一系列的问题把思维由浅引向深处。

问题由易到难，不要出得过大、过空、过深、过繁。 

其次，教师要教给学生思考问题的模式。比如：（1）计算

题，让学生说计算时具体的每一步是怎样想的，简算和四则运

算要说明每一步的运算顺序；（2）原因的问题，一般先考虑为

什么，后考虑结果；（3）“哪些方面”、“哪几个点”的问题，

一般先要一角度一方面地考虑，然后考虑哪个方面先说，哪个

方面后说，怎样连接起来说。在讲解一道应用题时，教师不能

急于去让学生说出结果。而是通过让学生分别进行“顺势”思

维的思考和“逆势”思维的思考，把具体的想法，也就是解题

思路说出来。然后再让学生列出算式。这样加强解题思路的口

头表达的训练，学生的思维习惯便会“水到渠成”了。另外，

教师每次提出问题后，必须要留出合适的时间让学生思考、讨

论交流，去在头脑中组织语言，还有要提醒学生，不要急于盲

目的进行抢答，还要培养学生说完整话的习惯。最后，教师要

运用学习的心理学知识，消除学生紧张、害羞、不敢张口的心

理障碍，鼓励学生大胆的表达，使他们敢于说，直到达到善于

说，善于清楚准确的表达解题思路的境界。 

（二）小组合作中，学会表达 
合作学习中学生必然要相互交流自己的想法，否则合作就

会是流于形式，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在合作中，首先教师要求

学生学会表述自己的想法。但是现实中学生在小组中不会的学

生不愿意开口说话，明白一点的学生开了口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才好，说了也往往是抓不住要点，东拉西扯；似懂非懂的同学

“嗯嗯嗯”的口头禅比较多。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培

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首先，合作之前先出示合作要求和目

标，给学生时间让他们去独立思考，这样学生就有时间去准备

自己说的内容，便于在小组内进行交流。其次，要鼓励学生大

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只要敢于说了就行，即使说错了也没有

关系，允许学生再修改；当然如果有学生说不出来不要紧，听

别的同学说了以后，谈谈自己通了之后的想法也很好。第三，

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的启动、推进、终止交流的语言提示语。通

过上面的方法指导，也经过一学期的努力培养和锻炼，教师会

发现因为在数学课堂中开始尝试让学生说算理，说思路，来提

高学生的解题能力，学生的叙述能力、表达能力、理解能力、

解题能力都有所提高。具体的表现有以下三点：首先就是教师

自己在教学设计上把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问题都精心设计，让

学生感到自己能理解，并能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出来。每一个

问题都比上一个问题有一点点难度，只要自己认真听，跟着老

师的思路走，就能够回答出来。这样学生在课堂上就敢于发言，

敢于述说总结自己的分析思路，也就是算理了。其次就是学生

的语言组织能力有了提高。教师会根据不同的题型，先帮学生

总结做这种类型的习题时要先干什么，再干什么，最后怎么做。

比如植树问题，教师告诉学生要先读两遍题，再找关键的字词，

第三步根据题意分析属于哪种类型的植树问题，最后找到相应

的数量，列式计算，写答句。学生通过教师的方法总结基本上

都能把每一个题按步骤述说出解题思路，圆满的解答完成。而

在学习多边形的面积的应用时，教师就放手让学生自己来仿照

植树问题的解决方法，自己总结解决多边形面积应用的步骤。

学生们一开始说的都很简单两三步就说完了，教师可以再让他

们互相的提意见，改正，总结。最后形成了一套全班同学都参

与并予以认可的解决方法：一要判断图形（看属于三角形、平

行四边形、梯形等）。二想公式。三是找条件。四是代入公式

计算。五写单位名称和答句。学生自己的学习成果，运用起来

很顺手，基本上全班的每个学生都能够完整的说清楚自己的解

题思路，学生的解题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最后就是给学生

创造机会，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说算理的能力。教师可以先

让一些学习较好的同学去给学困生讲题，既锻炼了他对习题的

理、语言的表达能力，又能适时地帮助老师对学困生的辅导。

慢慢的教师就会发现让学习水平处于中等的学生去给学困生讲

题，他们也可以讲明白，如果再让成绩较好的学生来监督和补

充，效果就更好了。总之只要你能说出算理，就说明你是真正

的懂了，明白了。这样的尝试，又让学习成绩处于中等的学生

得到了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