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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学中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曲莫呷呷 

（四川甘洛县斯觉九年制学校  四川甘洛  616858） 

 
摘要：“教是为了不教”。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目的并非将死的知识灌输

给学生，而是要教会他们学习的方法，使他们能够渐渐脱离教师的指导，

开创出一片自学的天空。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便是促进学生自学、
成才的重要环节。针对不同的学科，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难度不同，对

于数学而言，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无疑是困难重重的。本文分析了小

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存在的难题，同时提出了几点教学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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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课标确立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人翁”地位，要求教师将

课堂上的发言权、主动权下放给他们，扮演好一个引导者的角色。
在这一要求下，如何培养小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带动他们自学能
力的提升，使他们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成为了教师思考的问题。
基于小学生的思维特点以及数学知识的独有特点，教师在培养学
生独立思考能力的道路上势必会遇到诸多难题，及时对问题进行
总结，制定出应对策略，才能够有效达成目标。 

一、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所遇到的难题 
我们都知道，小学生处于智力、思维能力发展的基础阶段，

以形象思维为主，逻辑性不强。而数学正是一门严谨，充满了逻
辑性的概念和运算的学科。对于刚刚接触这门学科的学生而言，
在没有任何学习基础的情况下，是很难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这
是教师在教学中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其次是学生在课堂上能够
集中精力听讲的时间是有限的，往往在课程的后半部分就开始转
移注意力。尤其是在面对教师滔滔不绝的讲解时，他们主动思考
问题的积极性是极低的，在缺乏主观意愿的情况下，培养学生的
独立思考能力是不现实的。另外，盲目的独立思考不仅会使学生
陷入瓶颈，还会打消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在一次次的失败中丧失
自信。而对于思考的方法、入手点，小学生还不能灵活的进行辨
析[1]。基于以上问题，教师在教学时需要激发学生兴趣，让他们
想要思考、主动思考。同时教会他们思考的方法，使他们会思考。
最后还要巧妙的引导，使他们找到独立思考的正确路径。 

二、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建议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爱上思考  
独立思考不仅需要学生在能力上的适应，还需要心理上的肯

定与接收，这是一个能力与情感相融合的过程，只有激活了他们
的兴趣，才能在主动的参与下取得理想的效果。因此，老师们要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仅要对学生数学基础知识加以重
视，还要注重培养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学习兴趣。只有激发学生对
数学的学习兴趣，学生的数学成绩才能够得到提高。教师们要让
学生以饱满的学习热情投入数学课堂中来，才能让学生在课堂上
主动并且快乐地思考。教师不能按部就班地进行教学，而是要巧
妙运用教学方式，为学生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教学课堂。例如，
一个三位数，数字和为 2，这个三位数减去 6 后，还是一个三位
数，新的三位数字和是 5，问：原本这个三位数是多少呢？就这
样的问题，教师可以让座位 1 号到尾号的学生进行顺序回答，对
于回答正确的学生给予奖励，这样可以让平时不爱表现的学生挑
战自我，也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主动思考，解决问
题，才能以学为乐[2]。  

（二）精巧提问，让学生主动思考  
问是打开创新之门的钥匙，可以激起学生独立的思考与积极

的思维。传统教学中教师以讲解为中心，把每个知识点讲得非常
详细透彻，学生根本就没有思考的时间，久而久之会造成严重的
依赖性，不知思考，不会思考。为此，在教学中，我们要善于运
用提问艺术，以问题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激起学生心中的困惑，
引导学生展开主动探究，在探究中展开主动而积极的思考。如，
在学习“长方形、正方形的认识”时，如果直接告诉学生长方形
与正方形的特征，就会让学生陷入被动而机械的接受之中，失去

了思考的权利。为此我们可以精心设问，以问题来引导学生展开
主动思考。1.数一数长方形与正方形有几条边、几个角？2.量一
量长方形与正方形各条边的长度、各个角的度数。3.比一比长方
形与正方形的每条边与每个角，发现了什么？一石激起千层浪，
既能激起学生情感上的涟漪，又能激起学生强烈的探究动机，展
开主动思考[3]。各小组学生积极动手动脑、主动思考、认真记录，
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去分析、去解决，进而得出结论。 

（三）引导质疑，让学生学会思考  
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

考能力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要让学生学会思考。为此，在教学中，
我们不仅要重视提问，更为重要的是要为学生营造民主的教学氛
围，鼓励学生勇于质疑，敢于提问，摆脱教材的束缚、思维的禁
锢，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这样才能让学生深入本质
地展开思考，展开富有创造性的认知活动，让学生真正地学会思
考。如，在学习“长方形、正方形的认识”时，我提出了三个问
题，学生通过用尺子测量长方形、正方形的每条边的长度，得出
长方形对边相等、正方形四条边都相等的结论。我看到许多学生
似乎有话说，此时我并没有无视学生异样的眼光，而是微笑着鼓
励学生有什么不同看法表达出来，将话语权交给学生，让学生自
由发言。此时，就有学生提出不用尺子量同样可以知道长方形、
正方形边的特点，如，图形对折或者直接对各边进行比较等等。
在这样自由而愉悦的教学之中，学生并没有局限于教材，局限于
所谓的标准答案，而是能够真正地体现在学习中的主体性与能动
性，能够结合所学知识与生活经验从多个角度来展开思考，实现
了对知识与经验的重新加工与整合。这样才能让学生真正地学会
思考与思维，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独立思考习惯[4]。  

三、结语 
总之，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

而是需要落实于每一节课中，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要为每
个学生提供更多自由选择与独立思考的空间，让学生在思考的过
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才能让学生学会探究，
学会思考，使学生成为新一代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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