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52020 年第 3 卷第 1 期 高等教育前沿

研讨与培德

浅析数学教学与能力培养
吴媛媛

（延安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数学教学不仅仅是传授

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注重学生归纳能力、推理能力、以及运

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各种能力的培养，以促进学生

综合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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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展开，无论是从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真正发

挥它的用途，还是从往年的测试结构和难度上来看，主要的趋势

是以学生能力的考察为框架，数学基础知识为补充，这些现象都

表明，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能力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结合数学学习，

学生的能力包括归纳能力、推理能力和应用数学能力。提升这些

能力学生的学习效果会出现明显的变化。

一、 教学过程中着重提高学习者的归纳能力

归纳能力通俗讲就是从学过的知识中提炼、总结规律性的东

西，是一个学生学好知识必备的基本能力之一。通过对所学知识

进行梳理、归纳，可以巩固旧的知识，同时也可以达到预习新知

识的目的。其次，通过总结加强记忆、加深理解，有利于学生把

知识转化为能力，为学习打下长久的基础。明晰知识规律，就会

有助他们更好地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教学中逐渐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可通

过以下途径完成：

（一）及时对学过的内容进行总结，在学完一章或者是一个

大的知识点后， 把课本上有的、教师在课堂上补充的知识和学生

在课外积累的相关知识，进行分析、比较、归纳、分类，有条理

地整理起来，形成学生自己的知识体系。

（二）建立错题集，数学除了单元小结外，最重要的方法是

建立错题总结，即学生可建立一个错题集，把自己平时做错的题

进行分类整理，然后查找原因，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法，避免错误

再次发生。

二、教学过程中重点发展学生推理能力

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是新课标对教学过程

提出的要求，也这个社会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对于学生者来说，

数学不仅是掌握基础知识与基本技巧，也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的一

种经验积累的过程。如何在数学日常的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推理能

力，可从以下几方向做起：

（一）夯实基础是推理之“源”，数学基础知识是解决数学

问题的主要理论的依据，也是学生进行推理的源头和前提。 学生

在推理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在头脑中搜索可以用到的思维、

知识、方法。只有丰富了基础知识储备，学生在推理时才能做到

有想法可以输出，所以，夯实基础知识是提高学生推理能力的基础，

正因基础知识如此重要，在教学时要注重学生数学基础知识的形

成过程，从而促进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

（二）合理猜想是推理能力之“桥”。数学猜想是建立在学

生已有数学知识和经验基础上的一种合理的数学想象，是已有的

数学知识和经验过渡到新的数学知识和经验之间的“桥梁”。在

数学猜想的过程中，学生的新旧知识之间会产生思维的碰撞，使

得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得到增加，进而提高和促进推理能力的发展。

所以，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实验、归纳、

类比等来进行合理地猜想，通过猜想的证明是否正确，来发展学

生合情推力的能力。当然这里的猜想不是胡乱的猜想，而是在教

师的引导下学生借助实际经验，由此发现和提出问题，是有理有

据的猜想。

（三）逻辑表达是推理能力之“翼”，学生有理有据、有条

有理的思考，首先表现在口头言语的数学表达上，因此，培养学

生的推理能力，就是要提高学生的逻辑表达能力，从表达完整、

准确，到表达条理、严密。

三、教学过程是培养学生运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中灌输给学生一种观念，就是数学来源于生活，最终

也应该在生活中以实践来检验其学习效果。具体来说，当学生在

遇到问题是首先能从数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是第一步，这也

是教师最应该鼓励学生的思考点。其次，解决问题时只依赖学生

课本上学习的知识是无法达到目的，此时需要的是学生从课内延

伸到课外中的用数学的观点和数学的方法来看问题、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最后，在解决问题后相当于是给学生创造出更多的机会，

使得他们的思想方法更宽泛、更灵活，获得知识更多。这样一来

学生的眼界开阔了，知识面更广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

加突出了。

具体情景中，教师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设置合适的问题情景，

促使学生将所学的知识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可以激发

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让学生去感悟数学在实际

生活中应用，比如，在学习完三角函数的知识之后，教师可以给

出一个实际案例，测量太阳下一棵树的高度，让学生独立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其次，增加学生对于实际问题进行抽象的训练，教师

要有目的地引导学生根据所学的数学知识将实际问题简化为一般

的数学问题，同时要鼓励大家在生活中去搜寻问题，尝试用所学

知识去解决，如果无法解决大家可以一起讨论。最后，教师将搜

集到的应用数学知识的事例分享给大家，让学生了解数学知识的

相关历史，激发学生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热情。

四、结语

总之，数学是一门实用性学科，不仅仅是培养学生应用学过

的知识做题的能力，数学能力的培养不仅在归纳能力、推理能力、

以及应用能力，还有许多的能力值得学习者去探索、去发现、去

应用。因此，可以在日常的教学中逐渐渗透其他能力发展，这样

学习者的综合能力能得到大大的提升，从而适应知识经济发展迅

速的创新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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