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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有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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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数学教学不仅要帮助学生完成基础数学知识的积累，同时也要培养小学生的数学思维，具备能够将数学知识用于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实现小学生知识和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本文从小学数学教学中核心素养的培养策略角度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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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培养小学生核心素养已经成为小学基础教育的核心目

标。对小学数学而言，需要数学老师摒弃传统方法，秉承以学生

为本的教育理念，从学生的兴趣和年龄特点角度展开教学创新，

充分调动起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能够在轻松、和谐的课

堂氛围中完成知识的学习和素养的培养。

一、数学核心素养的概念

所谓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小学数学学习过程中逐渐具备适应

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品格和必备能力。在小学数学教

学中国，核心素养体现在学生的数学思维、数感、问题意识、创

新意识等多方面，是一种集合了技能、观念、品质等多方面的能力。

培养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不仅能够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同

时也能够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实现小学生全面的素质发展。

二、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策略

（一）创设问题情境，激发探究兴趣

小学阶段的学生活泼好动好奇心强，但是思维能力和认知能

力有限，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学老师要充分利用小学生年

龄特点，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俗话说“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在兴趣和求知欲的引领下学生积极的投入到小学数

学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数学老师可以借助数学问题来为学生创设

出生动的问题情境，吸引学生的课堂注意力，激发起学生对数学

知识的好奇心，进而围绕老师提出的问题展开思考和探究。

比如四年级学习“认识更大的数”这节课时，老师结合实际

生活为学生创设一个生动的问题情境：生活当中我们会通过不同

的方式看到各种数字，比如表上面的数字、超市小票上面的数字、

去银行排队拿号也是数字，但是这些数字里哪一个数字最大呢？

什么是最大的数字呢？我们谁见过的数字最大？学生在老师的问

题情境中激发起探究兴趣，老师带领学生将经历收集日常生活中

常见大数的过程让学生感受学习更大数的必要性，并且可以从中

体验到大数的实际意义，通过这样教学方式让学生认识亿以内的

计数单位，既完成了本节知识内容的学习，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

科学探究意思，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探究能力。

（二）增强建模意识，形成数学思维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不仅要提高小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也要

培养小学生形成数学思维。数学模型是一种数学结构，是以特定

的假设条件为基础，通过数学语言来进行表述的一种思维形式。

数学模型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数学

思维，而且能够提升小学生利用所学的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使小学生得到能力和素养的提升。

比如四年级学习“乘法”时，数学老师通过简单的数学问题

来引导学生树立起建模的意识，使学生学会通过数学模型来找到

题目中的数量关系。朵朵家要交水费，单位水价为每吨 2 元钱，

本月一共使用了 8 吨水，那么朵朵家本月要付多少水费？在解答

这个题目时，首先老师引导学生对题目中的数字间的关系进行梳

理，既单价和数量，接着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答案与题目间的关系，

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逐渐建立起单价×数量 =总价的数学模型，

在遇到同类型题目时学生就能够借助数学模型快速找准数量关系，

形成了数学思维。

（三）掌握估算方法，培养学生数感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估算是学生对数量关系最直接的一种判断

能力，估算能力能够促进小学生运算综合能力的提高，同时也体

现出小学生的核心素养，能够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因此在

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学老师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学生掌握估算

方法，提升学生对数字的敏感度，从而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数感，

进而提高了学生的估算能力。

比如四年级学习“乘法”时的这道题目：人造卫星绕地球一

圈需要 114 分钟，那么绕地球 21 圈需要多少时间？这道题目需要

学生计算出 114×21，如果直接进行竖式计算会比较繁琐，那么可

以先让学生进行估算，然后再寻找简便的计算方法，得到准确的

数值。题目中 114 分钟＞ 110 分钟同时 114 分钟＜ 120 分钟，学

生可以通过 110×21，120×21 来算出大概需要的时间。然后将 21

拆分成 20+1 进行计算。学生通过估算得出大概数值的区间，然后

再通过数字拆分找到简便的计算方法，既提高了估算能力，同时

也培养学生形成了良好的数感。

（四）组织实践活动，培养探究能力

数学老师可以打破课堂限制，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来使

小学生感知数学学习的乐趣，在实践活动中去观察、发现和提出

问题，进而调动起多种感官去深入探究问题，既实现了学中玩、

玩中学的教学效果，同时也培养了小学生的探究能力。比如四年

级学习“平均数”时，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数字调查活动，统

计一天中不同时间段超市的人流量，然后通过计算得出超市一天

人流量的平均数，进而提高了学生的探究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

三、结语

培养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需要数学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持续的进行渗透和培养，在调动起学

生学习兴趣的基础上实现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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