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3 月（总第 196 期） 

 1424 

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学思维的培养策略 
◆谈卓荣 

（江门市新会区三江镇联和小学  529142） 

 
摘要：小学是 基础的教学阶段,对于刚步入学校的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学

习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养成阶段。同时,小学阶段对于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

力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小学教师在对学生教学的过程中,不但要让学生

学到 基本的课本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爱思考的能力,这样才

能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的乐趣,更有信心的去学习。基于此，本文对小学数

学教学中数学思维的培养方法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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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年龄小，思想尚未成熟，故而其处于逻辑思维的萌发
和初步发展阶段，这也是数学概念和思维初步形成的时期。数学
学科有三个显著特点，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广
泛的应用性。该学科的这些特点可以使得小学生在学习数学学习
中，其思维的逻辑性和抽象性得到有效锻炼，并逐渐内化为自身
的数学素养，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在大多数情况下，思维决定
行为方式。在小学数学教育教学的实际过程中，教师要从教学的
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数学逻辑性强、应用性强的学科特点，根据
教学内容，以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为目标，在教学中有针对
性地对学生进行数学思维的培养，增强其数学思维能力，促进其
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提升。 

一、小学数学教学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应遵循的原则 
（一）授人以渔原则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数学思维

不能全部依靠教师的传授，也不能进行单纯的复制和模仿，更不
能让学生死记硬背。学生数学思维的锻炼是需要通过数学教学活
动来实现的，学生要积极主动的参与，并对数学知识进行观察、
实验、探讨、推理等活动，从中获得真实的体验，这样学生才能
够真正地掌握数学知识，并实现培养学生数学思维的目标。 

（二）教与学有机结合原则 
在数学教学中，数学知识和数学思维是紧密相联的一个整

体，在数学知识中不能缺少数学思维，而数学思维又是蕴含在数
学知识教学中，数学思维是永远不会脱离数学知识而存在，两者
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
应在数学知识中寻找出数学思维，在教学中加以利用并进行拓
展。 

（三）循序渐进原则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必须要符合认知

客观规律，无论是数学知识的学习，还是数学思维的培养都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通常数学思维都是隐含在数学知识中，有
个别的数学思维比较集中，集中在某个单元中，还有的数学思维
会在不同的单元中反复出现，有的思维方法需要间隔一段时间才
能够出现。总之，培养学生数学思维是需要经历一个逐渐理解、
不断出现、加深理解和逐步提高的过程，这样才能够加深学生的
理解和记忆，使学生的数学思维得到显著的提高。 

（四）遵循新课程标准的要求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要牢牢遵循新

课程标准的要求，并且开展的教学内容也要符合课程标准的要
求。这其中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应结合学生不同数学水平开展能
力培养训练，即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让每一位学生都
感受到学习数学知识的快乐。 

二、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数学思维培养的有效策略 
（一）引导学生抓住思维的起始点 
数学知识的脉络是前后衔接、环环紧扣的，并总是按照发生

——发展——延伸的自然规律构成每个单元的知识体系。学生获
得知识的思维过程也是如此，或从已有的经验开始，或从旧知识
引入，这就是思维的开端。从学生思维的起始点入手，把握住思
维发展的各个层次逐步深入直至终结。例如，在教学“按比例分
配”这一内容时，从学生已有知识基础——平均分入手，把握住
平均分与按比例分配的关系，即把一个数量平均分就是按照 1∶

1 的比例进行分配，从而将学生的思维很自然地引入按比例分配，
为学生扫清了认知上的障碍。当然，不同知识、不同学生的思维
起点不尽相同，但不管起点如何，作为数学教学中的思维训练必
须从思维的“发生点”上起步，以旧知识为依托，并通过“迁移”
“转化”，使学生的思维流程清晰化、条理化、逻辑化。 

（二）精心操作，帮助学生将抽象的事物具体化 
小学生的思维特点是从具体形象思维逐步向抽象逻辑思维

过渡。发展学生思维的“着眼点”应放在逐步过渡上。教学中，
结合知识内容，精心组织操作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将抽象的事物
具体化。例如,在教学“圆柱体侧面积”这一内容时，教师引导
学生将准备好的圆柱模型侧面剪开，并观察剪开后的长方形或平
行四边形、正方形的各个部分与圆柱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从而概
括出圆柱体侧面积的计算公式。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观察、思
考、概括，不仅使学生理解并掌握了圆柱体侧面积公式，而且增
强了学生的操作意识，提高了操作能力，更培养了学生变抽象为
具体的思维方法。 

（三）敏锐的观察力是创造性思维的起步器 
观察是信息输入的通道，是思维探索的大门。敏锐的观察力

是创造性思维的起步器。可以说，没有观察就没有发现，更不能
有创造。首先，在观察之前，要给学生提出明确而又具体的目的、
任务和要求。其次，要在观察中及时指导。比如，要指导学生根
据观察的对象有顺序地进行观察，要指导学生选择适当的观察方
法，要指导学生及时地对观察的结果进行分析总结等。例如，教
学“圆的认识”时，把一根细线的两端各系一个小球，然后甩动
其中一个小球，使它旋转成一个圆。引导学生观察小球被甩动时，
一端固定不动，另一端旋转一周形成圆的过程。提问：“你发现
了什么？”学生们纷纷发言：“小球旋转形成了一个圆。”“小球
始终绕着中心旋转而不跑到别的地方去。”“我还看见好像有无数
条线。”……从这些学生朴素的语言中，其实蕴含着丰富的内涵，
渗透了圆的定义：到定点的距离相等的点的轨迹。看到“无数条
线”则为理解圆的半径有无数条提供了感性材料。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不断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

力，是提高小学生数学学习水平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之一。所以，
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将数学知识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激发学生
的数学思维，让学生对学习数学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教
师还要选取正确的方法引导学生用数学思维去思考问题，从而促
进小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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