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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 
◆张  涛 

（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杨场镇小学校  620200） 

 
摘要：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少年与成年之间的智力水平不同

之处不仅仅是知识经验的丰富，更重要的是思考角度的不同，立场不同

以及探索问题的的方式不同。数学是锻炼人思维能力的有效手段，有利
于发展学生的求异思维与逆向思维。教师在课堂上，教师应该有效的培

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升，充分

调动学习热情。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要有效的培养学生良好的思
维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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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一门抽象性、逻辑性比较严谨的学科，数学教学难度
比较大，教师在教学中不仅仅要传授知识，更要注重学习方法、
学习态度的传授，促进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教书主要目的就
是为了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让学生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如果仅仅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就会死搬硬套，不会灵活运用知
识，再次出现类似问题的时候或者变换条件的识货，就会变得束
手无策，没有达到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教学中，必须
要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 

一、精心设计导入环节，激发学生思维的活跃性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在上课刚开始的时候，用趣味性的

教学内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产生只会的火花，促进学生
积极的探索学习内容。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认真的研读教
学内容，针对趣味性的内容设计导入环节，让学生在学习中积极
主动的思考，快速的理解数学概念，通过练习题达到融会贯通的
程度，提高学生的数学综合能力。例如，在学习“24 时计时法”
的时候，教师可以利用一个小故事进行课堂导入：小白兔与小猫
咪约好了第二天一起玩耍，约好 7 时在森林的河边见面，第二天
早上，小白兔 7 时准时到达河边，可它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太阳
落山了，小猫咪才来，小白兔气呼呼的说：“你真是一个不守时
的家伙，我在河边等了你一整天。”小猫腻小声的解释说；“真的
抱歉啊，我以为是晚上 7 时”。在这样有趣的故事中，学生意识
到计时法的不同，会造成对时间理解上的误解，那么如何姐姐这
个问题呢，在学生思考的同时，引出 24 时计时法，有效的提升
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开展分层教学，促进思维的深入发展 
小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时候，由于学习能力上的不足，有

的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比较快，有的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比较慢。针
对学生学习情况的不同，进行分层教学，因材施教。将学习进度
较快的分为一组，规定为 A 组，学习进度中等的学生分为 B 组，
学习进度较慢的学生分为 C 组。将学生分好组之后，教师布置不
同的学习任务，让学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完成学习内容。随着
知识的不断增加，学生的思维也会发生变化，在布置学习内容以
后，教师要依据每个层次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适当的增加学
习内容，让学生取得学习的进步。例如，在学习“画角”的时候，
学生已经掌握了角的概念，在布置学习任务的时候，教师让 A
组学生利用两个小棒任意的摆出一个角，然后利用量角器测量角
度并且画出角，让 B 组学生认真的分析教材内容，掌握量角器
画角的办法，画出给出度数的角。C 组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
画出给定度数的锐角，掌握画角的办法。通过分层教学的方式，
每个学生都能够掌握新的知识，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有利于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三、设计探究活动，促进思维深入发展 
在数学学习活动中，随着知识的增加，学生的思维也在不断

深入发展。为了培养学生党额思维能力，教师依据教学内容设计
探究活动，激发学生思考能力的提升，让学生在反复思考中掌握
所学知识，提高思维能力。例如，在学习“长方形、正方形面积
的时候”，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探究问题，学生的操场是一个长
方形，要计算它的面积，我们要怎么办？在探究的过程中，学生
通过分析教学内容，掌握了计算机、长方形的面积，计算操场的

面积，需要将操场的长度与宽度测量出来，学生对所学知识有所
了解，并且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四、化抽象为直观，启发学生思维 
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概念、公式、定律等是教学的基础知

识，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进行初步的培养，有基础知识作为铺垫，
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得到发展。数学知识比较抽象，学生年龄比较
小，缺少生活阅历，学习的时候比较困难，在多次的感知中，认
知逐渐的进步。促进抽象的数学问题直观化，是学生理解知识的
根本所在。信息的获取来自于直观的感受，在教学的时候，需要
变抽象为直观，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在《角的度量》的时候，
给学生提供一些三角板，五角星等有角的物品，制作不同的教学
工具，通过制作的教具直观向学生展示角的概念，并为锐角、直
角等概念进行铺垫。 

五、设计讨论环节，促进思维发展 
小学生在课堂上，通过自主学习掌握材料中的基础知识，对

于较难的知识理解往往理解比较片面，为了让学生全面深刻的理
解知识，要让学生在自主探究基础上进行讨论，在讨论的环节，
教师为学生留下充足的时间与空间，在学生出现错误的时候，不
是严厉的批评，而是让他们之间相互交流，发现自身的错误在哪
里，掌握正确的思考方式，真正的理解知识的本质。在讨论的过
程中，教师要利用问题适时的引导学生，让学生的思维得到发展。
例如，在学习“认识小数”的时候，教师让学生阅读教材里的内
容，根据自己对小数的理解进行讨论，有的学生说；“读小数与
写小数都是从左到右”。有的学生说：“小数点左边和右边的含义
是不同的”。有的学生还说，物品的价格可以用小数来表示，这
样学生对小数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六、联系生活问题，引导学生思考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设定一些贴近实际生活的小问题，让

学生知识和熟悉的生活环境结合起来，为教学过程增加趣味性，
让课堂教学变得生动起来，促进教学活动更加生动形象，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与自主性。例如，学习到《数字的减法》的时候，
教师可以提出如下问题：“妈妈回家买了 8 个苹果，爸爸吃了 2
个苹果，给了奶奶 2 个，最后剩下几个，然后引导出问题，这道
题我们的已知条件有哪些？”通过情境设置，增加学生思维的活
跃度，促进新知识的学习与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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