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5)2023,1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DOI:10.12361/2705-0866-05-11-148228

小学数学课堂中阅读障碍的成因及干预策略

马丽华

北京市延庆区沈家营中心小学，中国·北京　102100

【摘　要】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由于许多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忽视数学阅读的重要性，致使学生阅读材料困难，逐

渐成为了困扰学习过程中的一大障碍。所以，为了提高学生学业水平，教师需要找到学生出现阅读障碍的成因，制定适切

的干预策略，重视引导学生克服阅读障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学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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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due to many mathematics teachers neglecting the importance of mathemat-
ical read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students have diffi  culty reading materials, gradually becoming a major obstacle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So,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academic level, teachers need to identify the causes of reading diffi  culties, develop appro-
priat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ttach importance to guiding students to overcome reading diffi  culties, cultivate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and fundamentally solve students’ academic diffi  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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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阅读障碍是指儿童的智力水平、学习动机、生活环境及

其所接受的教育条件等方面与普通儿童没有差异，也没有

明显的视、听力受损或其他的神经系统发育障碍，但阅读

表现明显落后于其所处年龄的应有水平。目前，国内研究

现状：大部分教师、家长对于阅读障碍的理解还不全面，

儿童出现阅读障碍，往往无法得到科学、有效的识别、干

预。相反，教师、家长会认为阅读障碍儿童是偷懒，逃避

困难，学习不用功、学习态度存在问题等，给孩子贴上

各种错误的标签，而没有考虑阅读障碍儿童是在学习能力

上出现了问题。这种情况不仅延误了对阅读障碍儿童的

及时干预，也影响了其学业发展，还会降低儿童的自我效

能感。小学阶段的阅读障碍学生不仅表现为识别及记忆新

事物上有困难，也会对学生的学习动机、情绪、社会性发

展、自我概念等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小学阶段开

展阅读障碍干预具有重要的意义。

数学阅读障碍是指 “智力正常而无明显缺陷者，在阅

读与自己学识水平相一致的数学阅读材料时，未能准确地

理解内容，有效地获取信息并处理、运用信息，而没有达

到阅读目的的现象”。事实上“数学阅读是一个内在数学

学习的心理活动“过程”。因此，小学生的数学阅读障碍

主要源于其年龄特征、认知能力、思维水平与数学学科知

识特征之间的不符，是造成学生数学阅读障碍的原因。

2 小学生数学阅读障碍成因分析

2.1由小学生身心发展水平导致的阅读障碍

根据皮亚杰的儿童认识发展理论，小学阶段学生处在前

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因而，小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与推理能力较弱，抽象概括能力的自觉性较差，思维的批

判性和灵活性有待发展这就决定了小学生要借助具体形象

的事物来感受和学习，同时，小学生生活经验的不充足、

数学知识储备较少、良好的阅读习惯尚末养成等多种因

素，都会影响学生的阅读学习和阅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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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由于思维水平受限导致的数学阅读障碍

数学阅读过程就是数学思维的过程，学生在进行数学阅

读时，需要运用观察、比较、分析、综合、类比、归纳、

概括等多种思维活动，推导阅读材料中的结论、公式等。

但由于抽象思维能力较弱，小学生易受具体形象思维影响

而关注事物的表象，较难突破感性经验的束缚，捕捉到抽

象事物的本质特征。所以，当阅读一些较抽象的数学阅读

材料时他们的思维就容易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并

受先前的认知、观念、主观偏见等干扰，不能对阅读内容

做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如：学生在学习0.25×4=1后，受

这个信息的强化，在解答 0.25×4-0.25×4 时极有可能产

生晕轮效应而导致错误。

2.1.2由于认知结构缺陷导致的数学阅读障碍

良好的认知结构是顺利阅读的基础，它能使阅读者有

序地将阅读材料与自身己有的知识、经验、方法建立起关

系，从而准确提取信息，建立信息间的联系，达成对数学

信息有意义的建构。如果学生对数学阅读材料中的主要信

息缺乏相关的经验背景、知识基础，或者对相应的概念模

糊不清，就较难将材料中的信息与其原有的认知结构产生

关联。

2.1.3由于不良阅读心理导致的数学阅读障碍

数学阅读是一种心理活动现象，是读者兴趣、感知、

记忆、思维、想象、意志等心理则参与的认知活动，这

此心理活动对数学阅读起着维持、调节和强化作用。心

智尚不成熟、自主意识差、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动机不

稳定、意志力不成熟等，都会使小学生在数学阅读中产

生不良的阅读心理。比如：觉得数学枯燥乏味，不想深

入思考问题：缺乏自主阅读的习惯，依赖教师讲解，对

阅读有畏惧或厌烦心理，遇到较长或复杂的数学阅读材

料时直接放弃等。

2.1.4由不良阅读方法和习惯导致的数学阅读障碍

小学生刚接触数学阅读材料，对阅读方法知之其少，

如果缺少正确的引导和训练，就容易出现不良的阅读习

惯和错误的阅读方法。比如，阅读时不做笔记或不会做笔

记：阅读时没有深入思考，只简单浏览，不求甚解，阅

读不得法，无法及时捕捉材料中的关键信息：阅读时图文

分离等。这些不良的阅读习惯和方法会直接影响学生读取

信息、筛选信息、整理信息、梳理关键信息、分析信息间

的关联等，从而造成阅读理解错误或阅读困难。比如，在

讲学习京教版数学四年级下册的《四则运算》时，学生们

可能会从左往右进行计算，忽略了括号以及乘除号的优先

级，这十分容易得出错解。 

2.2师生缺乏数学交流

数学语言简洁明了，学生需理解数学中的数学术语尤为

重要。比如，当学习京教版数学四年级下册的《三角形的

特性》时，教材之前给出了一组三角形图片，并让学生们

自己总结三角形的相关特性，许多学生都能看出其中的一

些特性，却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三角形有一个基础的特

性———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那么学生就可能对“

任意”二字产生困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两个字。

2.3由数学阅读材料属性导致的阅读障碍

数学阅读与一般语言学科所指的阅读的最大区别在阅读

材料上，即数学语言的属性特征。如果学生对数学文字语

言、数学符号、数学图形的认知识别、理解、转化出现偏

差，在阅读中就难免会产生理解障碍。常见的由数学阅读

材料属性造成的阅读难点有三个方面：

2.3.1数学语言识别、理解困难

数学语言具有精确性、简洁性。“数学之所以重要，

就在于它是精确简约通用的科学语言”(张奠宙语)。这就

决定着数学阅读材料中的语言叙述是精练的，并“差之毫

厘，渗以千里”。学生要准确理解数学阅读材料，不仅要

识别每一个字词、符号、图表等各种数学语言呈现的信息 

（包括隐性信息和显性信息，还要明白其所代表的含义。

但数学语言，特别是数学符号，具有抽象性特征，如：精

确度、临界点、分界线等词语。数学符号的多义性对理性

思维发展处于萌芽期的小学生来说，势必会造成识别和理

解上的困难。

2.3.2文字语言、符号语言、图形语言间转换互译困难

数学语言具有多样性，文字语言、符号语言、图形语

言是数学语言的主要表现方式。准确读懂数学阅读材料，

不仅体现在能够将这三种语言进行转换、互译，还体现在

能将这些语言转化为自己所熟知的自然语言。一旦转化或

互译出现问题，就会造成阅读理解偏差，无法准确捕捉数

学阅读材料所蕴含的数学问题本质。比如，乘法分配律，

用文字来描述是“两个数的和与一个数相乘，可以先把

它们与这个数分别相乘，再相加”，用符号语言来表示

是“(a+b) c=ac+bc，如果学生无法自如转换这三种语言，

并转译成自己熟知的自然语言，那么对乘法分配律的理解

就只能停留在表象上，在解释或应用乘法分配律时就容易

产生错误。

2.3.3数学语句间的关系理不清

数学语言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同时，数学文本中的语句

前后间的逻辑关系十分紧密——阅读时，字、句之间要连

贯阅读，不可以漏读或跳跃着读。数学语句间的关系理不

清，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语句成分分析存有困难。

如：“一个循环小数的小数部分，依次不断重复出现的数

字，叫做这个循环小数的循环节。”其中一�循环小数，

修饰“小数部分”“依次”修饰“不断重复出现”“不

断”修饰“重复出现”，而它们又共同修饰着“数字”，

是多重嵌套的句法结构，学生弄不清该句子的结构，读不

懂关键词“依次”“不断重复出现”的意思，只能采用死

记硬背的方式记忆该定义，就会导致在阅读时无法正确辦

认出循环小数的循环节是什么，甚至出现读、写循环小数

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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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学生数学阅读障碍的干预对策

针对小学生阅读障得的成因，我们要全面、理性地思

考，寻求解决对策，帮助学生突破数学阅读“瓶颈”，培养

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

3.1强化数学符号、数学文字语言的教学

3.1.1强化数学符号教学，让学生准确理解数学符号的

意义

数学阅读从读懂数学符号开始，教师要创设适当的问题

情境，通过“比较”等策略，强化学生的数学符号意识，提

高其对数学符号的理解。比如，学习“用字母表示数”时，

学生对a与2a 的意义表述不清，甚至混淆，教师就要强化符

号意义的教学。如，教师出示一个边长是a的正方形，先让

学生通过指一指、说一说、描一描等方式，指出“a与2a”

分别是什么，再组织学生讨论“它们的意义不同”“为什么

会混淆”“它们的值有没有可能相等”等问题，促使学生在

独立思考、小组讨论、比较分析、辨析说理中准确理解这两

个数学符号各自的意义。

3.1.2充分挖掘内隐信息，让学生明确数学语言背后的

数学意义

数学阅读材料中的数学信息有时是“隐藏”在材料中

的，教师要引导学生充分挖掘、筛选、提取各项信息，并用

多种形式表达出来。信息表达的过程也是将各类信息转译为

数学信息的过程。对此，教师除了要求学生认真、耐心地阅

读，还要注重引导学生联系实际生活，积极调动已有的经验

去理解、内化数学语言背后的深层含义。针对图片阅读材

料，教师可先让学生通过初次阅读，说说读懂了什么，引导

学生回答“图上告诉我们哪些信息”“你能用自己的方式将

材料中的信息整理、表达出来吗”；再让学生说说阅读的过

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3.1.3深入剖析数学文字语言，让学生准确把握数学语

言内部的逻辑关联

数学文字语言有其独特的属性，教师应重视引导学生层

层剖析数学文本中语句的特点与关系，尤其是针对学生难

以理解的长难句，需要把复杂的语句分解成几个简单的句

子来解读，或将其缩略成一个短句。如：教师可以通过创

设具体的问题情境，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分析信息之间的

内在联系，找出其数量间的关系等。对于“比……多”“

比……少”“是……的几倍”这样的语句，低年级学生存在

理解困难，教师可以创设问题情境“明明做了8朵红，比亮

亮少4朵，亮亮做了多少朵”，引导学生思考、回答：题中

告诉我们有几个小朋友在做红花？谁做的红花多？ （多了4

朵）谁比谁多了4朵？（明明比亮亮少4朵），要我们解决的

是什么以及怎么解决呢？

3.2结合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进行阅读指导

3.2.1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兴趣、动机、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对学习的影响是

显而易见的。教师应重视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激发学

生数学阅读兴趣，培养其良好的意志品质和情感态度。针对

小学生的阅读能力薄弱现象，教师需在小学数学课堂中有意

识地培养学生阅读兴趣，为学生提供更多阅读机会，锻炼

学生的阅读能力。教师在讲解数学知识时可引入学生喜爱的

动漫人物，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学生仔细阅读数学材

料，使学生正确理解数学知识，消除学生数学阅读障碍。以

人教版四年级上册“商的变化规律”教学为例，教师以《西

游记》为背景,利用美猴王孙悟空描述数学材料：美猴王孙

悟空决定在花果山过生日，与其他小猴子共同庆贺，决定为

每个小猴子发桃子，请你帮助孙悟空计算应该如何发桃子。

如果有16 个桃子，发给4 个小猴子，每个小猴子获得几个

桃子？如果有160个桃子，发给40 个小猴子，每个小猴子获

得几个桃子？以学生喜爱的人物形象创设阅读情境，培养学

生阅读兴趣，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引导学生

改善数学阅读障碍。

3.2.2发展阅读思维

针对小学生在数学阅读中存在的阅读思维缺失问题，小

学教师应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阅读思维，

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自觉规范数学阅读，提高阅读的注意

力,放慢阅读速度，避免粗心犯错行为的出现。小学生数学

阅读思维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步骤。

（1）要求学生积极动手。在讲解概念、公式与例题

时，教师可指导学生在书本上标注重点与自身的理解，强化

学生对数学知识的认识，为学生对比分析类似数学知识提供

参考，避免学生混淆数学概念，并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与阅读习惯。

（2）纠正学生阅读错误。在学生出现数学阅读障碍

后，教师可以以此为基础，引导学生思考错误出现的原因,

总结经验，避免其后续学习中反复出现数学阅读障碍。例

如：教师以学生出现“8+6×2=28”错误为例要求学生计

算“(8+6) ×2=28”的答案，在学生得出“28”后，教师

询问学生，为何有括号和无括号能够得到同样的答案。学生

在回顾四则运算法则后，发现自己在回答第一道题时出现错

误，按照正确运算顺序得出“20”的答案。通过上述错误纠

正过程，学生对错误原因有了较为深刻的记忆，在后续数学

阅读中，可改掉粗心大意的问题，详细阅读算式,不再出现

数学阅读障碍。

4 结束语

提高学生学业水平，重要渠道在提高课堂实效，教师

除了对新课标、教材、教法的掌握，还应重视对教育对象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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