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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阶段，语文和数学两个学科是十分重要的科目，几乎占据了

小学生课程表的大部分。传统教学过程中，语文和数学科目就被严格分

开，甚至相互孤立，这样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学生的学习，影响
了知识之间的互相渗透，甚至引发小学生的偏科趋势。本文针对小学语

文、数学两个科目教学的整合途径进行分析和探讨，希望可以改善小学

语文、数学学科教学的现状，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小学生的语文
成绩、数学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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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数学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数学中天然融入了多个学
科的知识，来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与语文直径并非完全割裂。
小学教学过程中，语文和数学的任课教师应当强强联合，加强两
门科目之间的联系，共同促进小学生的进步，激发小学生对于学
习的热爱，培养小学生对于学习的自信心。小学语文和数学教师
要积极从对方的教学教材中挖掘资料，填充自己课堂的内容，让
小学生在数学课堂上学习生字词，让小学生在语文课堂上提高对
数学概念的理解程度。 

一、在数学课堂上进行识字教学 
汉语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语言，小学阶段是学生认读常用字的

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用词组、句子来认读常用字是十分有效
的方式。这个认读方式不仅适用于语文课堂、日常生活，还可以
在数学课堂中使用，此过程中除了扩大小学生的常用字认读范围
外，还能够帮助小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数学中的概念，帮助小学生
进行理解性记忆。例如：在人教版二年级数学《角的初步认识》
中，提到了锐角、钝角的概念，然而“锐”、“钝”二字小学二年
级的学生尚未在语文课堂上完成认读学习，因此，很容易将两个
字和代表的意思弄反，影响对概念的应用。小学数学教师在此时
可以整合语文知识进行教学，引导学生查阅字典去明确“锐”、
“钝”二字的含义，学生会发现“锐”是尖、利的意思，而“钝”
是不锋利、不尖锐的意思，是“锐”的反义词，对比教材中出示
的锐角和钝角，引导学生判断出更尖锐、角度更小的使用“锐”
的名字，不尖锐、角度更大的使用“钝”的名字，使小学生在理
解的基础上有效区分两个数学名词概念，在解题中有效应用。人
教版三年级数学上册《长方形和正方形》一课中提出了长方形和
正方形的周长，人教版三年级数学下册《面积》一课中提出了长
方形、正方形面积的概念，两个概念学完后，习题中就会出现一
些计算周长和面积的问题，很多小学生会将周长和面积的概念、
公式记混，应用上十分混乱，影响小学生的考核成绩。教师可以
从概念解释角度入手，周长是指“环绕一周的总长度”，面积是
指“物体表面的大小”，一个是线的概念，一个是面的概念，用

语文的教学方式帮助小学生区分两个概念。 
二、应用日记的形式帮助学生捋顺数学解题思考过程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日记是很常见的习作练习方式，能够帮

助小学生熟悉遣词造句，熟悉写作结构、逻辑，为后期的数百字
作文写作奠定基础。可以说，在语文课堂上，日记是小学生日常
思考方式的反馈途径，便于师生之间就思考、观念、意识进行沟
通。数学活动过程是思维的活跃过程，初接触数学的小学生往往
处于逻辑思维较混乱的状态，通过日记形式将自己的思考过程记
录下来，与教师进行书面沟通，能够有效提高小学生数学思维的
逻辑性，逐步提升对数学思维的运用，切实培养小学生的数学思
维成长。数学日记也能够帮助小学数学教师直接、清晰地看到小
学生在思维上的优劣势，使教师的思维训练有的放矢，有效提高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 

三、通过文本阅读的方式帮助学生学习数学文本语言 
数学是一门抽象的、概括的、精密的科学语言，学习者需要

学会阅读、理解、使用数学语言，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题目已知条
件，了解真实的求解方向，从而避免出现读题不清、解答方向错
误等根本性问题。教师要教会小学生这种数学的文本语言，不仅
可以提高小学生的学习质量和解题正确性，还能够帮助小学生自
行阅读理解教材以外的数学书籍，为小学生的自主学习奠定基
础。在数学文本语言中，文字语言是比较严谨、易混淆的一种，
例如：“全不为零”、“不全为零”只是顺序颠倒，意思全然不同，
需要教师在教学中进行强调；符号语言是比较固定的一种，混淆
的可能性较小，例如：“<”和“≦”两个不同含义的符号语言，
“<”是指左侧小于右侧，二者没有相等的可能性，而“≦”则
是左侧小于等于右侧，二者有相等的可能性，需要教师在数学课
上进行强调，这是有可能影响解题结果的符号。在传统小学数学
教学中，教师往往只重视数学概念、解题的步骤、计算技巧的教
学和训练，对数学文本语言的关注较少，没有系统的强调过，学
生学习和解题过程中容易混淆。小学生只有掌握的数学的语言，
才能够在数学的领域内进行进一步的学习，才能够读懂概念或题
目，不会理解到相反的方向，才能保证解题的正确性。 

结束语：小学阶段的数学和语文是两大重点科目，相互之间
具有一定的关联性，需要两个科目的任课教师进行联合教学，提
高学生的认知能力、理解能力，使小学生不会迷失在逻辑严谨、
相似性高、易混淆的数学语言中，逐步培养小学生的数学思维能
力和语言能力，进行小学生的全面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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