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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刘晓丹 

（北京师范大学大连普兰店区附属学校  116200） 

摘要：想象能力在学生的整个数学学习生涯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强化学生的想象能力培养，促使学生凭借想象力深化知
识理解与记忆，加强对数学原理和规律的把握，在持续想象当中活跃思维，开拓问题解答的思路与看法，提升发现与解决问题能力。
对此，小学数学教师要注重对学生想象力的培养，对各个数学教学环节进行合理设置，立足不同角度促进学生想象力的发展，让学
生的思维始终保持巨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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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想象力对学生今后的发展和生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小学

数学教学目标应是以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力为主，通过培养想象力

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因为有着看不到摸不到的特点，所以在教学

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难度。想象力其实就是小学生对事物的联想能

力。小学数学教学中涉及这一概念的就是立体图形，让学生通过参

照事物进行思维的建立，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从而达到小学数学教学的目的，提升教学的质量。 

一、调整教学思想，树立科学的现代教育观 
新时期的教育是以“立德树人”为目标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

要立足于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们的核心素养。具体到数学学科

就是要培养学生们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包括六个方面：数学抽象、

逻辑推理、数学建模、数学运算、直观想象和数据分析。这其中就

明确提出了要培养学生的直观想象素养。想象是发现和提出数学问

题、分析和解决数学问题的重要手段，是一种数学能力。这与传统

的三维教学目标的要求也是一致的。在数学教学中，需要教师调整

数学观念，特别是长期以来“知识和分数”为核心的应试教育观。

要意识到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对学生们数学学习的重要性，特别是在

小学阶段就要给学生打下良好基础，为学生们的数学学习和未来适

应社会做好准备。当然，这就需要教师要有科学的现代教育观念，

要立足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和终身学习需求开展数学教学，认真学习

新要求、新理念，并且用新理念指导教师的教学行为，这样才有可

能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 

二、小学数学教学现状 
小学数学的知识前后联系较紧密，教师需结合小学生的实际情

况进行教学，小孩子的空间思维能力如果没有养成，就会造成前面

的知识没学会，后面的知识更加无法学习，小学生处于爱玩的阶段，

他们的性格活泼跳脱，缺乏自控能力，所以就不能很好地控制自身，

教师需要开展教学活动锻炼学生的思维，从学生的喜好出发进行教

学，让学生在数学学习中收获快乐，这样的方式能促进学生的理解，

让学生更加喜爱学习小学数学。 

三、想象力的培养策略 
（一）创设教学情景，培养学生的猜想能力 

新课改下的小学数学强调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成为课

堂教学的主体，对此要调整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在此背景下，情境教学法被大力推广。相对于传统的讲

授法教学，情境教学法重视情境对学生主动学习的引导，鼓励学在

体验与探究中感悟和理解知识，在激发学生情感的基础上提升学生

的有效认知能力，进而优化学习效果。在学生数学学习中，数学猜

想是学生数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格来说它是数学想象的一部

分。它是基于对具体数学知识学习的基础上，探索数学规律和数学

本质的一种学习行为。通过数学猜想能力减少解决问题所需的时

间，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学生们在猜想的过程中

思维活跃、主动性强，对于激发学生学习数学内驱力也非常有帮助。

根据教学需求，在情境的创设时也需要因知识而选择，切不可教条

化。一般来说，结合数学学科的特点，可以选择多种途径来创新情

境，其中应用最多的就是问题情境，问题具有明确的导向性，有利

于指导学生猜想的方向。在把数学学习融入游戏情境中，既能够增

加学习的趣味性，能够提高学生们的学习趣味性，还能够加深学生

们对知识的理解，强化学生们对知识的记忆与掌握。在此基础上，

能够有效引导学生们对于数学知识的思考和联想、想象，对于培养

学生们的猜想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二）结合生活实际，开发学生想象力 

在小学高段数学教学中，针对抽象的数学知识教学时，教师可

为学生设计生活情境，帮助学生理解数学问题，然后进行数学求解。

如在学习“三视图”这节内容时，可组织学生动手剪裁正方形，并

根据图形进行堆积，采取这种方式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几何体和

三视图。引入生活实际开展教学活动，如路灯下影子的变化，学生

们在生活中可能没有特别留意这一现象，在教师讲解其原理后学生

会感觉非常神奇。数学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学生的想象力，

例如数学应用题中的行驶问题需要学生想象，在应用题解答中需要

学生借助想象分析问题。例如应用题：一化肥厂的今年产值比去年

增加 30%，比去年增加 400 万，问，去年的产值是多少万元？学生

们要掌握“增加了”与“增加到”的概念，同时要想象去年的产值

不用求出来的量，从而深入理解题意，而不是感觉无从下手。一些

生活化的题目，对于题目中的口语化词语，学生要正确理解其蕴含

的数学含义。如服装店卖出两条裤子，每条裤子各得 100 元，其中

一条裤子赚了 20%，另一条裤子赔了 20%，问卖出的这两条裤子是

赔了还是赚了。学生要理解题意，赚了 20%是指 100 元比原价多

20%，赔了 20%是指 100 元比原价少 20%，理解题意后再计算，学

生会感觉简单很多，从而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结束语 
在综合性的实践活动当中，保持创新能力以及学习活力的核心

点就在于想象力。在小学数学学科的教学中，想象力是学生习得必

要知识和提高数学综合能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想象力是一个复杂

综合的教育概念，教师在落实想象力培养过程中，要从实际情况出

发，改变学生机械模仿学习的不良状态，让丰富的想象力助推学生

数学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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