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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农村小学中高段数学阅读兴趣策略初探 
◆秦光军 

（重庆市丰都县名山街道中心小学校） 

 
摘要：数学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语言。数学阅读有助

于数学语言表达能力、交流能力的培养。如果学生仅靠课堂上听老师的

讲授是难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数学语言系统，只有通过自己亲自阅读，

才能与教材语言交流，才能规范自己的数学语言，锻炼数学语言的理解

力和表达力，提高数学语言水平，从而提高数学语言交流的能力。为学

生的终生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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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农村小学数学教学工作三十多年，所教学生无数，组
织过的数学检测多次，在一次次检测后，我们经常会听到学生发
出这样的感慨：“唉呀！这道题目怎么没看清楚。”“我审题不够
仔细！”“我没理解题意。”……这样的解释从表面上看似乎合情
合理。老师也一次以一次地说：“同学们，考试一定要细心，要
把题目读懂。”千叮万嘱，考试下来，学生还是老问题。一直以
来，老师都是埋怨学生粗心，做题不细致，始终找不到解决问题
的方法。我通过参加小学数学阅读课题研究，在研究中不断反思，
教师的我清楚地认识到是什么原因导致学生粗心做错题，其根本
原因是学生缺乏数学阅读的方法和经验，更谈不上养成数学阅读
习惯。 

“兴趣是 好的老师。”它能唤起学生的好奇心和迫切的求
知欲。古人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要培
养学生良好的数学阅读习惯，提高数学阅读能力。首先要运用多
种方法，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学生想读、爱读、乐读。 

一、恰当赞美,激发阅读兴趣。 
众所周知，人们都认为数学学科比较呆板、单调和乏味，而

数学本身的内容安排也不如语文生动形象。我们教师在教学中，
注重引导学生读教材，学生读后，教师要用丰富的语言给予学生
进行评价，从而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如我校的李长容执教人教
版二年级数学广角《简单的排列与组合》时，李老师在本节课里
用到了这样一些语句：如，抽生读题目后，李老师赞扬：读得真
好，准确、流利，还很有感情！读第一把锁的密码要求时，学生
说出关键词后，师：你真是个会读书的好孩子。你的回答真精彩。
你真是个会动脑的好孩子。你真棒……通过这样的鼓励，学生自
然地对数学阅读产生浓厚的兴趣。 

二、创设问题情景,激发阅读兴趣。  
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根据教材特点、学生年龄特征和个性特

点，以教材为载体，以语言训练为主要内容，创设问题情景，激
发学生的阅读兴趣。问题要精辟而具体，要有针对性，新颖而有
趣；要有适当的难度，富有启发性。同时，让学生产生认知上的
冲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如我校胡志菊老师执教《千克的认识》时，她是这样创设问
题，揭示课题，让学生带着求知欲读教材的：师：同学们认真看
图（教师动画播放大象和蚂蚁拉手腕比赛，比赛刚开始，蚂蚁就
败下阵来，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师：笑过之后应该有思考，这
样的比赛公平吗？生：不公平。师：为什么？生：它们的力气相
差太大，一个属重量级，一个属轻量级。师：你怎么知道它们谁
轻谁重的？生：用眼睛看出来的。师：你会观察，还有吗？生：
可以测量它们的体重，比一比就知道了。师：你的方法很独到，
你见过体重计吗？教师很快引出了“千克”一词。师：谁知道千
克的相关知识。学生很快地阅读教材，从教材中寻找答案…… 

三、开展数学活动，激发阅读兴趣。  
新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水

平和已有的知识基础之上，教师应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向学
生提供充分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
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获得
广泛的数学经验。”这就告诉我们数学老师，在教学中，不要只
是教学生做题，更重要的是开展一些数学活动，让他们在在自主
探索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数学思想

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数学经验。 
四、阅读课外材料，激发阅读兴趣。  
课外阅读材料是指附于教材之后的数学小史料以及数学小

知识等，这些材料主要是针对教材中的重要数学概念的背景介
绍、知识延伸和实际应用。材料中往往包含丰富的数学思想、数
学方法和解题技巧。如：我在教学《百分数》一课时，学生学习
百分数后，我突然问：同学们，我们学习了百分数的写法和读法，
都知道怎样写百分数和读百分数了，谁知道千分数和万分数的读
写法呢？同学们感到惊奇，想知道怎样读写吗？生异口同声地回
答：想。这时老师引导学生读阅读材料，学生非常激动，认真地
阅读，从中掌握千分数和万分数的读写法。因此，通过阅读课外
材料，有效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五、运用信息技术，激发阅读兴趣。 
新课程标准指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数学教育的价值、

目标、内容以及学与教的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数学课程的设
计与实施应重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开发并向学生提供更为
丰富的学习资源，把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学生学习数学和解决问题
的强有力工具，致力于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学生乐意并有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现实的、探索性的数学活动中去。”信息的来源
越来越广泛，且具有超时空、传播速度快、内容丰富等特点。针
对现实条件，教师应指导学生运用信息技术获取知识。我们应引
导学生正确利用信息技术来开展阅读。通过这种形式，不仅扩充
了个体知识信息的容量，以能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提
高。如：我校李长容老师在教学上就很注意运用信息技术培养学
生的阅读兴趣。李老师在《数的排列》教学中，做得非常好，非
常到位。课开始，李老师的教案是这样设计的：师：同学们，老
师想带你们到数学王国去游玩，但是，大门上有两把锁，紧锁着
大门，进不去，怎么办呢（师课件出示大门被锁的情景图）。生：
把锁开了，我们不就进去了。师：要想开锁？请读上面一段文字
（第一把锁的密码是由 1 和 2 两个数字组成的两位数，其中 小
的一个两位数就是密码；第二把所的密码是由 1、2、3 三个数中
的两个数组成的两位数，按从小到大排列，第四的一个两位数）。
此时的学生情绪非常高，大家争先恐后地阅读要求，学生读后纷
纷举手回答自己读懂了什么。又如：我校认真用好课前三分钟，
这三分钟学生自编自演与本节课有关的内容，学生的准备的内容
一次比一次精彩，我问学生，你是怎么想到这么好的内容，学生
说是上网收的，再进行修改。如：我在教学《循环小数》时，提
前就给学生布置课前三分钟的内容，学生是这样组织的：同学们，
想听故事吗？生回答想。学生开始讲故事：从前有座山，山上有
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个老
和尚；从前有座山……同学们，听了这个故事，你想说什么？当
然，不仅是这些，老师还可以有意地安排一些有趣的内容，让学
生读，从中感受阅读的兴趣，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 

总之，兴趣是 好的老师。让我们用兴趣牵线搭桥，使孩子
们在数学阅读中享受知识带来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