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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基于建模思想下小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分析
潘莉萍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阳光学校，浙江  绍兴 312300）

摘要：数学模型是《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

中提出的十个核心概念之一，是一种数学的基本思想。史宁中教

授在《数学思想概论（第 1 缉）》中提出：“数学发展所依赖的

思想在本质上有三个：抽象、推理、模型 ...... 通过抽象，在现实

生活中得到数学的概念和运算法则，通过推理得到数学发展，然

后通过模型建立数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老

师要让学生将生活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用，从

而发展学生的思维，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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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角度来讲，数学思维能力是指学生采用一种或者几种

思维方式对数学学习材料进行分析、整理和得出结论的能力。培

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可以使学生透过数学问题对数学理论知识

的本质形成把握，从而深化对数学课程知识的理解。小学是培养

一个人思维能力的最佳时间段，我们教育者一定要抓住时机，尽

最大的可能培养学生的各项思维能力。以下为笔者在实际教学中

引导学生运用建模方法，培养其思维能力的经验总结。

一、通过数学建模，培养学生思维的积极性

传统的数学教学中，老师往往只侧重于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

本技能的训练，学生大多只掌握了计算的本领，缺少对所获知识

进行内化，缺少对数学学习过程进行反思。孩子们在课堂上，成

了接受知识的容器；在课外，成了解题的机器。

而我在今年五年级数学的教学中侧重数学问题的解决，侧

重数学模型的提炼，这不仅培养了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而且还

培养了学生思维的积极性。比如我在指导学生学习“小学乘法”

这一单元的课程知识时，鉴于这节课程知识主要包括“小数乘整

数”“小数乘纯小数”“小数成带小数”等知识，这些知识在运

算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我从算式的意义入手，讲清相

同点和不同点，再将小数的计算方法讲授清楚，使学生对小数乘

法计算过程中按照整数乘法的计算方式得出结果，然后从积的右

边得出与因数中小数个数相同的数量点上小数点，最后去掉小数

末尾的“0”即可。

然后我们又学习了积的近似数怎么得出。小数乘法的四则运

算和简便运算，最后学习了小数乘法中的两类特殊应用题（估算

和分段计算）。整个单元完成后，我布置了一个学习任务，就是

根据我们的上课轨迹，要求学生画出小数乘法这单元的思维导图，

我们根据这个思维导图来进行自我复习整理。孩子们非常地积极，

有的孩子还由此制作出了有关小数乘法的数学小报，孩子间相互

评价，观看阅览。之后的几单元我也要求他们自己去完成单元知

识的整理，并画出该单元的思维导图，学生的数学学习非常积极，

极大地提高了知识的掌握。

二、通过数学建模，培养数学思维的求异性

在课堂上，好多孩子不愿意自己思考，大多只附和别人的答案，

久而久之，独立思考能力丧失，在独自完成作业练习时，就一筹

莫展了，看到数字随便组成算式，错得一塌糊涂。

因此，培养学生思维的发散性尤为重要。而开展发散思维活动，

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生改变固有的思维定向，从多方位，多角度

去思考问题，以求得问题的解决，这就是思维的求异性。

五年级数学学习“简易方程”单元中，教学列方程解决问题时，

对于每一个问题所需列出的方程，我希望每个题目都不局限于一

个方程式，鼓励学生写出不同的等量关系式，再写出对应的方程。

例如“两地间的路程是 455 千米。甲、乙两辆汽车同时从两

地开出，相向而行，经过 3.5 小时相遇，甲车每小时行 68 千米，

乙车每小时行多少千米？”在师生一起画线段图分析之后，我们

得出了以下几种方程式：

①（甲车速度 + 乙车速度）× 相遇时间 = 全程 455 千米

方程式是 （68+x）×3.5=455

②甲车行的路程 + 乙车行的路程 = 全程 455 千米

方程式是  68×3.5+3.5x=455

③甲车速度 + 乙车速度 = 全程 455 千米 ÷3.5

方程式是 68+x=455÷3.5

④乙车行的路程 = 全程 455 千米—甲车行的路程

方程式是  3.5x=455—68×3.5

⑤全程 455 千米—乙车行的路程 = 甲车行的路程

方程式是  455—3.5x=68×3.5

⑥全程 455 千米 ÷（甲车速度 + 乙车速度）=3.5

方程式是  455÷（68+x）=3.5

⑦乙车行的路程 ÷ 乙车速度 = 所用时间

方程式是  （455—68×3.5）÷x=3.5

⑧甲车行的路程 ÷ 甲车速度 = 所用时间

方程式是  （455—3.5x）÷68=3.5

⑨甲车行的路程 ÷ 所用时间 = 甲车速度

方程式是  （455—3.5x）÷3.5=68

列出多个方程式之后，又让学生去观察分析这些方程式之间

的内在联系，从每个学生都掌握自己懂得的等量关系式以及对应

的方程。从行程问题中最基本的数量关系“速度 × 时间 = 路程”

这个关系式出发，可以变式产生多个另外的关系式。特别是第

⑦⑧⑨三题的等量关系式，就像玩文字游戏一样，孩子们很感兴趣。

这样的建模训练，既防止学生片面地，孤立地看待问题，使他们

所学的知识得到升华。又使他们从中进一步理解了数学知识的内

在联系，并进行求异性的训练。

三、通过数学建模，培养学生思维的延展性

我们的数学知识体系并不是单一的，它们有时是互相联系的。

所以我们在教学中也要让学生明确知识体系中的这些内在联系，

让孩子能举一反三，轻松地学到更多的知识。

例如我在五年级教学数学广角——植树问题时，就通过数学

建模，让学生把植树问题的解题方法推广到生活中的爬楼梯、锯

木头、敲钟等其他的有关间隔问题。先学习直线上的植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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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端都种树，我们用“X-X-X”来表示，从中可以看出棵

数 = 段数 +1。

2. 两端都不种树，我们就用“-X-X-”来表示，从而得出棵

树 = 段数 -1。

3. 一端种一端不种树，我们就用“X-X-”表示，发现棵树 = 段数。

从直线上植树的第（3）种情况，我们把直线拉成封闭图形，

就得出了在封闭周长上植树的规律也是“棵树 = 段数”。这个数

学模型建立之后，我们就一起推广到爬楼梯的时候，大家考虑到

去一楼不用爬楼梯的，从一楼到二楼才需要爬第一个楼梯，就像

是开头一端不种树一样。而锯木头，因为两端是不用锯的，所以

又像是植树问题中的两端都不种树，而且平时可以借助画图来帮

助分析。敲钟应该很像“X-X-X”这种样子，只要老师一画出“当 -

当 - 当”就明白是和两端都种树是一样的道理。

按照上述举例所示的教学方式，在授课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渗

透数学建模思想，可以在教授所学知识点的基础上，将知识点迁

移延申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去，能够更好地让学生发现数学学习

的乐趣所在，更有效地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主观能动性，更加充

分地发挥学生的个性特征，进而达到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目的。

四、通过数学建模，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度

在传统的数学课程中，教师往往采用“理论讲述 + 反复训练”

的课程教学模式，老师下结论、学生以结论奉为圭臬。而现在孩

子们能从互联网等各种途径学到很多知识，如果教师还是用陈旧

的方法去教学，势必会被学生厌弃，阻碍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所以在当前课堂上，更需要大力提倡的教学方式，对于所学

知识，由老师和学生共同进行评价分析、质疑问难，以推动打破

知识的绝对化观念，从而形成探索发展的观念，在拓展学生数学

思维的基础上，使数学教学的成果不仅浮于提问解答的表面，而

是对学生的思考方式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助力今后发展。

五年级的数学教学中，从远古的“方田术”“圭田术”“出

入相补”等知识的学习。明白“方田术曰，广从步数相乘得积步”

广是长的意思，从是宽的意思，所以长方形的面积 = 长 × 宽。“圭

田术曰，半广以乘正从”来计算三角形的面积。从而感慨于中国

古人的智慧，中国历史的悠久。然后我们是不是也能自己用我们

的方法来推导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呢？孩子们非常积极地

画出各种各样的平行四边形，通过剪剪、拼拼、贴贴，将平行四

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转化为长方形的面积计算公式。到后来我们

推导三角形的面积，梯形的面积计算公式时，孩子们都能自己动

手去实践。把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公式的推导合成自己的知识体

系里面，从长方形到正方形，再到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形，

再接下去的圆形，环形，扇形。让孩子们的思维向着深度，广度

发展，我们老师的数学建模教学才真的成功了。

五、通过数学建模，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数学思维较为灵活的学生，能够从不同的解读思考数学问题，

在分析数学问题的过程中也会形成不同的解决方式。思维灵活性

弱的人，智力方向迟钝，不知道从何入手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而我们课堂上这两类学生同时并存，同样的老师，同样的教学，

两者差异就是这么大。我们老师就要让灵活性强的更强，让灵活

性弱的学生跟上来。

到五年级了，很多知识点都组合起来了，解题时孩子们就要

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快速选择最佳方案解答眼前的问题。例如：学

习了小数乘除发之后，我们知道了因数的大小决定了乘积的大小，

除数的大小也能决定商的大小。老师经常会出这样的题目来训练

学生：“在下面的○里填上＞、或＜”

0.97×23.8 ○ 24　26.4×1.08 ○ 26.4　9.9×6.9 ○ 70  

5.78÷1.9 ○ 5.78　11.9÷0.72 ○ 11.9　2.04×32 ○ 20.4×8×4

这种题目前面两竖列可以用乘除法中因数和除数的大小变化

与积和商的关系来分析判断，比较简单。后面一竖列的题目综合

性更强，比如“9.9×6.9 ○ 70”，我们要把“9.9×6.9”看成“9.9×7”，

后面的“70”看成“10×7”，再来比较判断。 

还有这样的判断题：

“一个大于零的数乘 0.98，积一定比这个数要大。（　）”

”一个数除以 1.01，商一定比这个数要小。（ 　）”

这道题主要考验了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并说明理由。

而思维不够灵活的小朋友我要求他们草稿纸上动笔算一下，慢慢

地熟练巩固。

数学课程教师在开展练习活动的过程中，要立足于数学课程

教材的主要内容，在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的基础上，有效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争取全员参与。但活动时都要以学生独立思考操

作活动为主，集体回答，集体操作为辅，通过孩子的主动参与，

达到思维发展的目标。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影响其发展的重要能力是什么？我们在数

学课程中要为学生奠定怎样的基础？如果说把人生比作一场长跑，

一旦起跑后，我们的孩子又是否有足够的能量和毅力跑到终点？

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是影响孩子终身长远发展的关键能力，推动

学生学习能力发展的核心是其思维能力的养成。思维能力与学生

未来的发展有着十分直接的关联，远比教会孩子识字、速算更重要。

六、结语

现代数学教学一定要把学生主体放在第一位，为了祖国的将

来，为了孩子创新思维的发展，教师在课堂中把学科前沿、社会

焦点、全球热点问题展示出来，并结合到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在

枯燥抽象的书本知识中解绑，置身现实环境中，看到更加开阔的

世界，培养更加大胆的切入点，更加灵活地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和途径，从而增强学生利用综合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创新思维能

力。我们小学阶段的数学建模思想主要就是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地

探索思考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思维能力，使学生能够在应用数

学知识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数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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