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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认为，人的认知发展由知识与能力两个维度构成。
知识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得，能力可以通过锻炼来提升，两者是
联系的。那么，如何通过数学核心的培养来提高认知发展？数
学不只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模式，如果学生在课堂上没
有真正理解知识的含义，那么这个知识很快就会被遗忘，不留
下什么。如果真正掌握了意义，即使知识点遗忘了，它的内涵
也会永远融合在个人气质中，这才真正实现了学习数学的意义。
冰冷的数学试题，到底留下了什么？学生遗忘知识的速度比我们
想象的快得多，应试教育要培养出真正有才华的学生，有一定
的难度。所以作为数学老师，应该在平时教学中，把数学的意
义渗透到每一次的教学中，而不是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要在教
学中把数学核心素养落到实处，下面我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

1  教学时要重视学生的起点
了解学生的认知水平，上课前要备好学生。比如在教学

《梯形的面积》时，我发现学生容易与之前学过的面积知识混
淆，到底如何教学，学生才会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呢？我从学生
已有的认知水平出发，设计了以下教学环节：学生分组，准备
梯形卡片，摆拼成平行四边形，用尺子测量数据并填记录表，
通过测量数据研究梯形与拼成的平行四边形有什么样的关系？通
过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推导出梯形的面积。这样，学生很快掌握
了教学内容，突破了这节课的教学难点。

在教学中，我没有直接教学梯形的面积，而是从学生已有
的认知水平出发，让学生真正理解本课的教学意义，这样的教
学，不仅复习了已有的知识，并且在探究新知过程中，培养了
学生的思维能力。

2  教师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
过去，我们通过大量的练习、题海战术，来提高学生的成

绩。可是数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是为了往后的学习和工作生活
打下基础。如果学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他们会觉得很无趣，对
于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非常的不利。所以我们应该更新，转变自
己的教学观念，在教学中努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核心素养能
力可以陪伴他们的一生。比如在生活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去
超市购物时，如果我们想买最优惠的面巾纸，就要将收集来的各
种价格进行分析，再进行对比，哪个品牌的面巾纸最实惠？再决
定买哪种。将数学和生活联系起来，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由
以前的应试教育观念转变为培养学生的能力。

3  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学习到知识，还培养

了他们的思维能力。比如教学二年级的解决问题：“我今年13岁，
爸爸比我大28岁，妈妈比爸爸小三岁，请问妈妈今年多少岁？”
课堂中我让学生先读题目，教材与现实生活是相结合的，一定要
让学生先看清楚题目要我们求什么，这道题对二年级学生来说，
很容易求出爸爸的年纪后，就结束回答了，所以需要学生认真读
题，这其实就是培养学生认真审题的一个方法。这个题目并不难，
观察一下题目，看看这些条件之间有什么关系？求的是谁的年
龄？然后再让学生进行解答。在教师这样的引导下，学生就会懂
得分析量与量之间的关系，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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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什么是数学核心素养？在我认为，数学核心素养就是学生在学校内学习到的知识，等将来学成毕业，参加工作后，内
心和头脑中沉淀下来的内涵和气质。在生活中、工作中，能有条理，有逻辑地处理各种问题，把数学渗透到方方面面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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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学起于思，思起于疑，学贵有疑。”教学时，
鼓励学生多提出疑问，从而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在平时上课
中让学生多提出问题，进行探究学习。例如：“用两根长都是
6.28 米的铁丝，分别围成一个最大的正方形和一个最大的圆，
谁的面积大？”学生想到后立即回答，圆和正方形的答案都
有，到底谁的猜想是正确的？我让学生先不要急着下定论，先
算一算再回答，学生通过计算思考，和班上同学讨论后发现，
圆的面积更大。学生先猜想，再质疑，最后计算讨论，培养
了思维的深度。在教学中教师是学生的引导者，教师的引导就
是帮助学生完善和培养思维的基础。

数学思维的外在表现是思维的速度和质量，在教学中，还要
加强这方面的训练。学生思维的训练主要在于课堂的40分钟，合
理安排授课的时间和内容，利用有趣又多样的教学形式训练学生
的思维速度是提高数学核心素养的根本途径。如：上新课前，教
师可以出一些计算题，让学生开火车回答，“小火车开啦！看看谁
算的又快又准？”学生积极回答，学习气氛浓烈。还可以出一些
综合性的题目，在规定时间内看谁做的最多，而且准确率最高，以
比赛的形式，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有提高了思维的速度与质量。
通过一系列的思维培养，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数学素养。

4  提高的学生自学能力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自己学会了远远比“听会

了”更重要。在平时课堂中，教师应该放手让学生自学，然
后全班进行讨论，最后发言，教师进行纠正，指导，总结。
改变以往“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改变学生不会发问，不敢
发问，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以二年级“7 的乘法口诀”为例，
学生已经学会了1~6 的乘法口诀，再学起来难度并不大，学生
自己数拼图板块，填表格，通过数个数，补充7的乘法口诀，再
交流讨论，每相邻两句口诀的积相差几？让学生自己探索发现，
学生会慢慢习惯这样的学习模式，学习更加自觉，而不是什么都
等老师讲解，从而提高了学习的自信心。在学习中，思维是数学
的主体，自学能培养数学思维，进而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数学
素养能力提升才能得到有效的落实。

5  结语
时代在不断发展，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教学要求，如何

在平时的教学中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是每一位教师的新任务。
平时应该努力提升自我修养，尤其是数学核心素养，更新关注最
新的教育理念，始终走在教育的前端，把自己的理论实际和数学
核心素养相结合，探索创新，积累经验，把最好的教学带给学生，
才能使课堂成为真正能学习到知识的摇篮,给学生提供能脱颖而出
的条件。实现课堂改革，增强教师的使命感，使学生的数学素养
得到提升，让学生在自己的基础上得到最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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