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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数学教学上来说，教学内容更需要教育者深入研究和
用心打磨，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思维，提高课堂效率。学生需
要在计算、测绘、判断和对数学规律原理进行探索的进程中获
得结论；而这种学习方式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加深对知识理解，也能使新课程改革中
的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

1  小学数学教学中思维逻辑培养的重要性
1.1适应小学生认知发展阶段
小学生年龄段大多处于6-12 岁之间，此阶段中的学生可以

进行基本的具体逻辑推理。例如，给出a老师/b老师、b老师/c
老师的身高比较，学生便可以推理出a老师和c老师的身高比较。
同时，从小学到初中，学生进入逻辑认知的高速发展阶段，因此，
教育者应注重小学生思维逻辑的培养，从教学方式角度贴合学生的
认知发展特征，借此挖掘学生的潜力，达到教学目标。

1.2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能力
新课程的教学理念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对学生

的学习具有帮助和引导的作用，应鼓励学生独立解决学习问题。
而在数学课堂中，具备一定逻辑思维能力的学生在跟随教师的讲
解之后进行练习，也能进一步提高自身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和学习
能力。因此，激发学生数学逻辑思维，不仅能够促进学生思维
的进一步发展，还能让他们更好地制衡认知和愿景的关系，客
观分析理想和现实，以较为科学的愿景为目标，不断探索，并积
极主动地做好终身的可持续发展。

2  小学数学思维逻辑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1部分教育者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的态度
在笔者的实地调查中发现，一部分教育者仍未走出应试教育

的思维圈。这部分教师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抱有轻视的态度，
在新授阶段结束后立刻让学生投入计算，并敦促学生完成书面的
数学课堂作业和家庭作业，只是一味地灌输知识，没有给学生足
够时间去思考问题，从而忽视了学生的思维逻辑，导致学生在后
续学习过程中一知半解，对知识理解不够透彻。

2.2学生数学解题思路的单一和固化
无独有偶，在校内走访听课的过程记录显示，大部分学生在

解决数学问题时不进行触类旁通，思维还停留在凝滞刻板的单线，
而不是多方向灵活多变的多线思维。例如，教师对几组小学高年
级学生进行数学问题的提问，问题内容即5、7、12、19、31的下
一个数字。大部分学生从每个数字间隔的规律入手，认为下一个
数对上一个数的差是呈规律递增的，却发现结果并非如此——下
一个数字是前两个相邻数字的和。这项记录，也体现了当今部分
学生思维难以发散和固化的现象。

3  小学数学思维逻辑培养问题的解决对策
3.1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首先，小学数学教师要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就需要

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教育者需要在逻辑思维能力的教学上投
入足够精力，以教学研究者和课程建设者的身份，对教学内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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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探索创新。对年纪较小的学生的教学中，教师可使用色彩鲜艳、
形状具有特色、可调动学生思维的直观教具，对教学手段进行适当调
整。例如，在《认识图形》这一课中，教师可向学生展示五颜六色的
益智积木和七巧板，带领学生认识不同图形，鼓励学生动手拼接不同
的形状。以这种方式运用数学教具，可以提升学生的想象力和实践能
力，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发挥启发式教学的作用。

3.2打开学生思维发散的大门
其次，教育者要主动地根据具体情况和教学方法丰富课堂情

境，解开学生思维的枷锁，打开学生思维发散的大门，鼓励学生
进行思考，并加入适当的猜想。例如，教师在《表内除法》一课
中，引入“被除数”“除数”“商”等多个新概念的时候，可鼓励
学生对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说一说当被除数增大，
除数不变时，商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可回顾乘法的相关知
识，让学生说一说除法和乘法规律的不同之处。

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从年龄段来说，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末期，
已具备较强的具体逻辑推理能力。因此，在对小学高年级学生的
数学教学时，教育者还可在对例题解析中加入思维导图，在对解
题思路进行明晰呈现的同时，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对知识结构进
行整合和提炼。

3.3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最后，教师也需要鼓励学生自觉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使

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教育者不仅要在课堂上使学生通晓数学知
识，而且也需要让学生自主地寻求数学的学习方法，在学生逻辑
思维能力培养的过程中担任引导者的角色，教会学生学习，把

“教”的过程转化为“学”的过程。例如，教师在讲解完新授知识
的例题之后，应引导学生独立完成练习任务。在此过程中，教师
组织管理和指导学生，并对学生的思路进行点拨，而练习阶段的
知识运用，运算测绘则由学生自己完成。

4  结束语
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思维逻辑的培养方法和手段仍需改进，

在此领域仍能发现一定数量的问题。数学教师不仅要充分利用现
有的教学资源和设备条件，还要主动地根据具体情况和教学方法
丰富课堂情境，在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关注学生其
它能力的发展状况，以促进学生各项能力的均衡发展。笔者在面
对新的教学改革时，也将勤于钻研，积极进取，树立科学的学习
和工作态度,在教学中建立良好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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