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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数学作为一种基础教育，一个重要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由于其特殊性，数学已成为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 小

学数学教师应根据数学逻辑性，适用性和准确性强的特点，制定相应的

教学方法，为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奠定基础。 本文主要介绍了数学

思想以及如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数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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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数学思维培养的重要性  
在小学数学中，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学生的学习能力

存在差异。有的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比较强，能够快速掌握知
识，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但是有的学生不能快速理解和学会知识。
所以，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一方面，融合数字知识和学习技
能，运用思维解决数学问题，提高学习能力；另一方面，数学思
维也可以提升学生的判断力，根据知识运用思维提出观点，强化
知识的理解能力。  

二、小学数学思维的培养模式  
1.数形结合思想的运用  
数形结合思想让学生把生活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例如，小

明和妈妈晚上去散步，15 分钟后到达小姨家，小姨家和他们家
的距离是 900 米，妈妈中途回家，小明和小姨玩了 30 分钟以后
也回家，在 20 分钟以后到家，要求在线段分析中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几何图形的很多已知条件能够通过图像转化，所以，通过图
像的直观分析能够很清楚地了解题目中要推断出来的位置条件，
同时，运用数形结合的抽象分析和逻辑性加以推导，可以更加简
便地解答问题，同时，突出数形结合的优势。  

2.提问教学策略的引入  
因为初中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所以，学生能够得到的提问锻

炼机会很少，教师一直以来把自己看成教学活动的主导者，使课
堂气氛比较严肃，学生的学习思维也受到禁锢。学生没有机会锻
炼自己的提问能力，所以对待事物的整体感知度不是很高，问题
也想得不够深入。究其原因，主要是师生关系不平等和教学氛围
不合理。教师在适当的时候要给学习能力比较强的学生提供主动
提问的机会，在提出问题的过程中学生也进行主动思考，学生如
果不能了解学习内容就不能提出合理的问题。教师在平时的教学
中要多和学生接触，尽量和学生保持平等地位，这样学生才能勇
于向教师指出自己的疑问，教师初期开展提问教学的时候运用讨
论式教学方法减少学生的恐惧感。学生把提问当成日常学习环节
中的一部分，不要当成生活的负担。比如，在学习“平行线”相
关内容的时候，教师可以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对平行线的性质以及
相关的内容进行思考，使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自由发挥，
不要把学生局限于知识学习的过程中，让学生在了解基本知识的
前提下灵活结合现有知识提升自己的提问水平。比如，给学生预
设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家里来了客人，要想铺地毯迎接客人，
运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快速计算出地毯的铺设面积？运用日常
生活情境，提升学生对于日常生活的观察能力，在积极思考的基
础上，培养学生良好的提问习惯。  

三、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数学思维的建议  
培养数学思维能力就是培养学生对数学的推理归纳能力，以

下从几个方面提出在数学教学中培养数学思维能力的建议。  
1.采取“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不同于以往的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教学模式，新

的教学方法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小学数学教师要将启发式教
学运用到课堂之中，启发能使学生养成动脑思考的习惯，质疑能
培养良好的数学思维能力。启发式教学能够使学生思考问题的解
决方法，在无形中锻炼了大脑的思维能力。例如，学校需要购买

20 张凳子，每张凳子 10 元，那么 250 元钱够吗？对于这道题教
师先让学生计算购买 20 张凳子需要多少钱，需要运用什么样的
计算方式，在教师直接讲解答案之前要找准问题的切入点，启发
学生自己动脑思考。当学生养成了自己动脑思考的习惯，便会不
自觉地拥有活跃的数学思维，数学思维能力也会逐渐形成。  

2.激发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好一门课程的关键，只有拥有了兴趣才会有探索知

识的好奇心，才会不断进取。兴趣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好奇心，
好奇心驱使他们对知识进行探索与钻研，当好奇心表现为强烈的
求知欲时，便会拥有丰富的思维想象，从而有助于形成数学思维。
例如，在认识“钟表的时针和分针之间所形成的角的度数”时，
教师可以让学生自由选定时针和分针的位置，自己测量所形成的
角的度数之后，让教师猜他们测量的结果，这样学生便会好奇为
什么教师会准确说出他们测量的结果，这样就激发了他们探索学
习方法的好奇心，从而掌握“每两个小时之间的度数是 30 度”
的结论。  

3.总结知识，形成数学知识网  
由于数学知识环环相扣的特征，学生必须掌握每章的数学知

识，形成数学知识网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定期回顾和总结
以往的知识点，将新旧知识结合起来形成知识网络，通过这种连
贯的思维方法逐步培养数学思维能力。例如，在学习新知识之前，
有必要巩固和审查学到的知识，并将旧知识应用于新知识的学
习。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帮助学生理清知识，形成知识体系，
从而形成系统的数学思维。 

四、优化教学结构提高数学思维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通过改进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走出思

维局限困扰进而提高数学思维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发散课堂思维改变学生思维方式；教师引导提升学生主观；利用
信息技术工具提升学生数学思维。  

1、发散课堂思维改变学生思维方式。教学的平台是课堂，
教师要抓住课堂有限的时间，从思维认知本身把握思维提升的契
机，激发学生探索知识的兴趣和热情。  

2.首先，要设计探索性的问题，让学生在反思中成长。只有
经过学生自身的反思和建构学习的知识才能真正为自己所接纳
和灵活应用。其次，要大胆质疑，经常鼓励学生大胆提出自己的
疑问。最后，教师要关注学生的思维发展。  

3.当教师在课堂上充分关注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发展时，当
学生在学习中敢于不断地提出自己的思维困惑时，课堂一定是生
机勃勃。只有我们的数学课堂在摆脱平淡、乏味之后，才能真正
吸引学生投入到数学学习中来，才能让数学教学拥有生命的活
力。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学习的内容、自定学习步调，
可以检索、查阅、获取学生自己需要的任何信息资源。进而学生
利用自己已有的旧知识、旧经验，进行分析、综合、归纳、类比、
演绎、猜想，认知和构建新的数学知识。  

结束语： 
要好好学习数学知识，良好的数学思维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小学数学教学，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创新教学模式，
采用新的教学方法，逐步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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