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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教学问题探讨 
陈烨 

（常州市新北区河海实验小学  江苏常州  213000） 

摘要：本次研究工作中，首先概括分析了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的定义与作用，并介绍了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归纳推理与演绎推

理教学问题，最后提供了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期通过对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教学问题的研究与分析，解决实际教

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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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是小学阶段非常重要的认识方式与

基础思维模式。小学生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的过程中，能够形成数

学认知与数学概念，建立完善的知识体系，并通过归纳推理解决实

际问题。所以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属于小学数学中帮助学生提升自

身素质，提升综合意识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将归纳推理与演绎推

理纳入到小学教学工作中是数学改革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具有

非常积极的意义。然而在教学工作中，却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导

致其实际效果并不是非常好，还需要借助更加有效的措施解决小学

数学教学中的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教学问题，改变小学教学教学的

最终效果，从理论与实际角度使小学生数学学习及逻辑思维能力获

得更大程度的提升。 

一、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概述 

（一）归纳推理 

归纳推理指的是从特殊规律中找到一般规律的推理。从描述的

对象的情况，归纳推理分为完全归纳与不完全归纳等不同情况。从

小学阶段的实际情况可知，不完全归纳的实际利用相对较多。因为

小学生自身的实际能力并不是非常强，所以其学习能力与推理能力

也并不是非常强，要想使其能够更好的掌握归纳推理的方式，就需

要教师能够使用更加合适的教学方式。小学数学教师在实际利用这

一方式的过程中，需要借助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并在其中从浅入深

不断利用这一方式，借此实现帮助学生提升思维能力的效果。很多

教育专家都提出，在实际教学中，不能局限在传统教学方式上，教

师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加积极的学习氛围，帮助学生主动进行思考与

探索，使其能够更好的学习，所以教师需要借助归纳推理的方式，

帮助学生锻炼抽象思维，对于学生的实际发展与成长来讲，具有非

常积极的意义。 

（二）演绎推理 

演绎推理是数学思维的一种，利用这一思维能够获得更多的数

学新方法，这一思维主要是利用原有的公式与推理，按照不同的逻

辑与方式，获得其它的结论与形式。演绎推理是数学学习中一种比

较重要的论证方式，其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内，借助不同方式获得最

终结果[1]。演绎不仅是是数学学习中的重要方式，而且能够展现出

数学的严谨性。在小学阶段的教学工作中，可以有效的提升小学生

的演绎推理能力，对于帮助形成良好的品质与思维具有非常大的帮

助，可以使其掌握更多科学的方式，展开思维的迁移，对于提升学

生的学习效率来讲具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小学阶段中利用演绎推

理能力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需要在这一时期，提升对这一方式的

重视程度，使其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效果。 

二、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的教学问题 

（一）教师的思想认识存在偏差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要想使学生掌握新方法或者是新思

维方式，其需要对这些思维方式有深入的认识与理解。因为在新课

标中，对于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的讲解并不是非常深刻，教师仅仅

是知道这两种方式，并没有对其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一些教师也仅

仅是从名字上理解这两种思维方式，但是这样的理解会出现一定的

偏差，并不是非常有效。在这一情况下，教师无法从自身的理解与

教学经验，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教学工作，导致这两种推理方式无法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发挥出更加积极的效果。 

（二）学生的实际能力并不相同 

教师在教学工作中，需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展开各项工作，但

是因为在同一班级的学生，自身的能力存在差异，导致教师在利用

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定的问题，因为这两方式

与学生原本的学习方式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对于学生的能

力要求相对较高，如果学生本身能力相对来讲并不是很好，就需要

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获得较大程度的提升[2]。例如部分学生的概括

能力与描述能力并不是非常强，逻辑思维能力也相对比较落后，在

这一情况下，就需要借助更加有效的措施，使这两种方式能够获得

更好的效果。 

（三）课本与活动的结合效果差 

新课标是教学工作的基础，其中说明了经过教学工作之后，学

生应该满足的要求，与教学工作中，教师需要利用的方式与各种教

学经验，所以教师在实际展开教学工作之前，需要仔细研读其中的

内容，借此保证教学工作的有效性。然而很多教师因为从事教学工

作的时间比较长，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更愿意利用自身的经验完

成各项内容，并没有在教学之前仔细阅读新课标中的内容，而在这

一情况下，其对于其中的新要求就并不是非常了解，导致归纳推理

与演绎推理的教学工作就容易出现更多的问题。例如其对于归纳思

想方法的探索规律这一部分不够重视，就很难帮助学生进行思维训

练，使其无法发挥出实际作用。很多教师在实际教学工作中都将教

学任务的重点放在了学生的学习成绩上，对于学生的归纳能力与演

绎能力并不重视。 

三、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的优化措施 

（一）加深教师的理解程度 

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作为数学学习中常见的思维方式，对于学

生的各项能力提升都能够发挥出比较好的效果。在新课标中针对这

两方面的内容都做出了要求，所以教师需要退这两部分的内容更加

重视。教师需要认识到这连中推理方式的重要性，积极的参与到各

项培训工作之中，借此提升自身对于这两项推理方式的理解与认

识，并在培训过程中积极学习，与培训讲师交流经验，保证培训工

作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例如在培训过程中，讲师推荐了与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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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籍，教师需要积极的借阅，借此提升自身对于这两种推理方式

的认识，加强自身的理解深度，借助这一方式，将归纳推理与演绎

推理更好的应用于数学教学之中，使其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效果。 

（二）优化学生的运用方式 

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的教学工作并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实现的，

所以教师需要在教学工作不断渗透与这两种推理方式有关的内容，

使学生能够在长久的影响下，对其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因为学生本

身对于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并不是非常了解，而在实际学习工作

中，经常会使用到这两种方式，所以教师需要在这一过程中，进行

总结工作，从具体指示的角度出发，帮助学生理解这两种推理方式

的运用，借此提升其实际效果。教师可以在实际教学工作中的最后

总结阶段，强调一下在本次课堂中所使用到的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

方法，借助这一总结过程，不仅可以使学生掌握了相关知识，而且

还能够获得较大程度的提升，对于学生的知识与技能的储备来讲，

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学生对于数学归

纳与演绎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在今后遇到类似问题的过程中，能够

利用相关经验，解决这类问题，获得更好的效果。 

（三）深入的挖掘教学方式 

教师在对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进行整理与分析的过程中，需要

先对新课标中提出的内容有更加深入的探索，在教师提升自身的理

解深度基础上，才能够从新课标中提供的知识，结合自身的教学经

验，对其中的内容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所有数学教师可以一同针对

相关问题展开分析与研究，借此整理出最适合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

的方式，总结出相应的教学方法与模式[3]。通过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在一起，帮助学生提升对这一部分的兴趣，借此优化实际教学效果，

帮助学生提升自身的实际能力。教师可以更多的进行集体备课，对

教材展开更加深入的探讨，掌握这两种推理方式的应用目的，并在

此基础上，在教学工作中渗透归纳思想，使其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 

结论：数学学习需要不断的探索与加深，小学生尚还处在学习

与累积知识的过程中，所以教师需要有效地利用归纳推理与演绎推

理的方式，帮助小学生对数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与了解，引导

小学生思考，借此使其对其中的规律有更高的认知，提升小学生的

解题能力。通过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能够使小学生转变固定的思

维模式，借助这两种推理方式，帮助小学生不断提升自身的学习能

力，使其在实际学习与工作中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效果，提升其实际

学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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