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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小组互动提升数学思维能力 
◆马石标 

（广东省惠东县平山第一小学） 

 
摘要：数学新课程教学基本程序与方法，旨在培养学生从“学会”到“会

学”， 终形成能够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诸多能力，掌握这些能力的核心

前提就是思维能力，而要想把思维能力在数学课堂上发挥到 理想的境

界，小组活动是一种方法。因此，数学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思维能力，

并且掌握一定的小组互动的方法，才能够更好地驾驭新课程教学的基本

程序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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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从中学数学的教学目的来看，要使学生掌握数学知识，
提高独立思维能力，发展智力和陶冶个性品质，数学思维问题是
核心问题。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的形成必须建立在一定思维能力
的基础上，由此可见思维能力对其它能力的水平起着制约作用。
学教师要在一定小组合作的策略的指导下，引导学生提高思维能
力。学生们通过小组合作提高了思维能力，有助于问题解决以及
取得整体范围内的 佳效果。因此，教师必须首先要掌握一定的
小组合作方法，才能在课堂上实现这一目标。 

一、小组互动前布置预习 
预习就是对。教师作为教学的设计者，要做好目标设计，还

要做好体现目标设计的教学过程设计， 后要对照课标与教学实
际，对目标设计进行反思体验、评价调控。这样进行教学目标设
计，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效果也比较好。也就不会出现目标设计
与过程设计两张皮等问题。对于学生来说，学会预习是终身学习
终身发展必备的能力和要求。 

二、小组互动时启发诱导 
启发诱导蕴涵了对课程开发与实施过程的重新认识和对学

生主体地位的重新定位。教师在应用这一策略进行教学组织时必
须做到创新思维。这是在想象的基础上开展的一种思维活动。在
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同时，还
要让学生敢于突破常规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大胆质疑和提
出新的见解，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潜能和创新思维。重视问题设
计，引导学生有效思考。 

教师在教学中还要重视问题的设计，注意问题的引导性、思
维性和启发性，以及设置问题与教材知识重难点的结合。比如，
在学习“植树问题”时，教师首先提出问题：在 100 米长的小路
一边栽树，每隔 5 米栽一棵（两端均栽），需栽多少棵？学生对
此有两种答案，一种是 20 棵，教师可追问：是怎么得出的？学
生答：每隔 5m 栽一棵，则棵树为 100÷5=20（棵）；另一种那个
是 21 棵，因为题中是“两端要栽”，所以要再加 1 棵。教师接着
提出“我们该怎么验证呢？如果用草图来画可以吗？”，有学生
指出“100 米太长了，不好画”，教师接着问“那该怎么办呢？”，
很快便有学生提出“我们可以先从简单的开始画”。然后不用教
师要求，学生便开始自己动手画 20 米、30 米、40 米长的小路需
要栽多少棵， 终学生在教师问题引导下自己得出了植物问题的
规律。可见，教师问题的设置是引导学生进行有效思考、提升学
生数学思维的关键。因此，在小学数学课堂上，教师要引导学生
去观察、思考、分析，鼓励学生提出质疑。教师还要鼓励学生敢
于突破、勇于标新立异。创造潜能和创新思维的培养，能够将小
学生从课堂引向社会，能够让小学生将书本上的知识灵活运用于
社会实践中，从而开阔视野和丰富知识。怎样才能保持这种积极
性，使其持续下去而不致于中断呢？ 

第一，要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当然，思考时间的长短，是与
问题的难易程度和学生的实际水平密切相关的。目前在课堂学习
中，教师提出问题后，不给时间思考，要求学生立刻回答，当学
生不能立刻回答时，便不断重复他的问题，或者另外提出一些问
题来弥补这个“冷场”。其实，这是干扰学生的思考，“冷场”往
往是学生正在思考，表面冷静，实际上思维活动却很活跃。 

第二、启发要与学生的思维同步。教师提出问题后，一般要
让学生先作一番思考，必要时教师可作适当的启发引导。教师的

启发要遵循学生思维的规律，因势利导，步步释疑，切不可不顾
学生的心理状态和思维状态，超前引路，也不可强制。 

三、小组互动一起解决问题 
所谓问题解决，是指教师为学生小组创设多样的实际情景，

激励学生独立探索，促使他们能够提出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问
题，启发学生多向思维的意识及习惯，并使学生能够认识到解决
问题的途径不是单一的，其答案也可能不是唯一的。学生与学生
之间的互动，给了学生们用不同的眼光观察事物并发现问题的空
间；给了他们用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行探索形成独特的个人见解的
机会。它体现了孩子们的不同能力，挖掘了他们潜在的创造力。
在生生互动中，孩子们学会了积极思考，友好合作，虚心倾听，
学会了反思、批判和创新。  

四、小组互动要多元化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极富哲理性的诗句。

它告诉我们，事物本来是多姿多彩的，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会
得出不同的结论，只有善于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去
看同一个事物、去认识同一个问题，才能捉住事物或问题的本质，
才有可能从不同方面努力、突出重点把事情做好，都有可能全面
认识问题、进而寻求 佳方案把问题解决好。这就是多元化。记
得有一次在解书上思考题时，孩子们纷纷举手抢答，我几乎叫遍
了班中所有的学生，他们得到的都是我微笑的摇头，然而我也几
次要把思路告诉学生，却听到的是“老师，求求您再让我们想一
会。”“老师，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下课的铃声响了。孩子们
仍围着我说自己的想法。也许这节课一无所获，也许学生花了很
多的时间和精力一无所获。然而，这一次次颠倒再爬起的意志，
一次次探索再探索的精神，难道不是学生 大的收获吗？那学习
的热情、兴趣，变让我学为我要学的呼声，难道不是我们 大的
收获吗？ 

五、总结 
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是数学课堂培养数学思维的重要方式，而

学生小组课堂互动打造了教学因素之间的多维立体的交流与互
动的空间，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交流。。互动带来了思维的迸
发与碰撞，促进了思维的动态生成。小组互动即启发了学生的思
维，又促进了学生之间的学习，在数学课堂上是十分好的互动模
式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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