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1 月（总第 219 期） 

229  

教学实践

如何在小学数学课堂中培养数学思维模式 
◆韩  雪 

（德州市实验小学  山东德州  253000） 

 
摘要：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模式是教学改革的主

要目标之一，由传统知识灌输转变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当下数学

教师面临的重要问题。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不仅是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培

养的主要内容，也是素质教育的主要要求。因此，在小学数学课堂中培

养数学思维模式，对于教学质量的提升以及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积极作

用。本文对此展开研究，以期强化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培养数学思维

的重要性，为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新路径，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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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培养具有独立思维的新时代
社会主义接班人是当下教育的主要任务，也是当下社会的主要需
求。在数学课堂教学中，贯彻落实素质教育以及新课程改革相关
政策制度，培养具有创新意识以及独立人格的人，促进数学课堂
中传统教学模式向思维教学模式方向的转变。结合信息技术等手
段将思维教学模式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相结合，提升学生的学习
兴趣，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进而提升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质
量以及效率，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1. 数学思维模式 
皮亚杰将儿童的认知发展定义为敢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

算以及形式运算四个阶段[1]。基础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生正处于
具体运算阶段，该阶段的小学生具有一定逻辑思维能力，但仍然
需要一定具象思维做支撑。该阶段的学生虽然具有一定动作思
维、形象思维以及抽象逻辑思维，但这些思维需要进行正确的引
导以及锻炼，才能更好的促进形式阶段学生各项思维能力的提
升。数学思维模式是学生应用数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
活动，数学思维具有一定抽象性，其思维过程是数学知识在人脑
中展开不同的表征，又有深刻性、灵活性以及独创性等特点[2]。
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培养数学思维模式，具体将思维教学和数
学知识点相结合，不仅能够使学生及时掌握数学知识，更能够培
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理解数学知识的真正含义，并且应用于生活
实际之中，独立应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与数学有关的问题[3]。
数学思维模式的培养，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教学的全面
性、学生的独立性以及思维的灵活性，既要注重学生对数学知识
的掌握与理解，更要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 

2.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数学思维模式培养缺失 
2.1 教学情境设置单一，难以引发学生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教学情景设置单一，那以引发学生思考。教

师在课程开始之前多采用导入环节，结合上节课程的知识点对学
生进行提问，以期通过此种方式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记忆，
从而进入新知识的学习。新知识点教学开展的过程中，情境创设
环节仅限于展示概念，未能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兴趣特点设置
有趣的情景。教师在课堂上进根据课本内容展开教学，基于此种
方式的课堂教学形式单一，虽然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注重对学生数
学思维模式的培养，但实际上学生在学习过程的主体地位缺失，
在教师思维的牵引下展开学习难以进行主动思考。此种教学模式
在小学数学课堂中，对于学生数学思维能合理的培养存在一定不
足。 

2.2 以提问的方式为主，限制学生思维发展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为集中学注意力，及时了解学生对知识

点的掌握情况，多采用提问的方式进行课堂互动。基于提问方式
展开的课堂教学在一定程度能够强化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有效
性，但此种教学方式的应用会导致课堂纪律严谨，课堂氛围紧张，
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仅仅考虑教师提问的问题，而不去进行其
它方面的思考。 

2.3 信息技术应用不足，学生学习资源缺乏 

教师对信息技术掌握不足，上课过程中仅采用多媒体投影设
备展开教学，利用信息资源的方式有限，学生的学习形式单一，
思维得到有效开发。教师教学课件制作主要以知识点罗列为主，
学生被动的接收知识，未能开展主动探索。 

3.小学数学课堂中培养数学思维模式的有效方式 
3.1 创设问题情景，引导学生思考 
数学思维模式的培养需要学生具形象思维，对学生联想以及

想象能力的培养是强化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主要方式。小学生在
形式阶段的学习处于思维活跃时期，教师应改变传统教学单一教
学情景的缺点，结合信息技术创设丰富的、有趣的教学情景，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例如学生在学习
《分数乘整数》时候，教师可从学生日常生活出发，以披萨为例
向同学提问：小明、小红、小亮三个人一起吃蛋糕，每人吃了九
分之一，那么请问三个人一共吃了多少？由此引发学生的思考，
进而带入新知识的学习。学生在遇到难以理解的知识时，由于思
维能力有限学生学习比较吃力，以问题情境展开教学，不仅能够
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能够促进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提升。 

3.2 丰富互动形式，提升学生兴趣 
课堂教学中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需要积极主动的思考，参与

到数学课堂学习的过程中。课堂互动作为促进学生思考的主要形
式，需要教师丰富课堂互动形式，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互动，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参与度。例如在讲解《圆柱与圆锥》这
一课程时，教师可通过多媒体展示生活中常见的圆锥和圆柱，让
学生主动探索二者之间的差别，展开讨论各抒己见，教师在此过
程中基于适当的鼓励与肯定，与学生一起开展探索过程。基于此
种教学方式强化学生学习知识的信息，开阔学生的思路，为学生
数学思维的培养提供便捷路径。 

3.3 借助信息资源，推动学生探索 
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在于学生对数学知识探索的过程，

而不在于问题的结果。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有效的方法对
知识探索的过程进行适当示范，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知识构建。
借助信息资源将思维过程可视化，促进学生思维的多样化发展。
例如学生在学习《圆》的过程中，教师可将圆的特点与其他图形
进行比较，强化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引导学生通过思维导图的
形似将脑海中的思维呈现在纸上，强化学生思维能力的同时，推
动学生主动探索。 

4.结语 
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小学数学思维模式的方法众多，小学生数

学思维能力的养成为学生日后学习奠定良好基础，对于学生的个
性发展以及综合素质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希望通过本文能够引
起一线教师对于学生数学课堂中培养数学思维模式的重视，促进
教学改革的同时，弥补传统小学数学思维模式培养不足的缺陷，
尊重学生个性发展，进而达成教育改革下教学目标，培养符合社
会要求的、具有独立思想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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