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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素质教育发展的背景下，培养小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已经成为

当前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要求教师在数学教学中不

能过度的重视为学生传授基础知识，还要加大对学生学习能力和综合素
质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培养小学生的数学核心

素养，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

同时还能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综合素养，有利于学生更好的适
应社会的发展，本篇文章主要分析小学数学核心素养构成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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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学是小学教育体系中的重点内容，数学教学的质量直接影

响着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对小学数学教学也
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在小学数学教学要采用有效的方法来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学
习质量，对促进小学生的全面学习和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为了
更好的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就需要教师要对
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进行全面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培养
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一、数学核心素养的内涵以及意义 
小学数学教学核心素养主要指的就是通过小学阶段的数学

教育以及自身的学习和努力而获得的数学知识、数学学习能力以
及数学修养，数学核心素养是一种综合性的内容，是素质教育的
最新要求，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对学生的学习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首先，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
思考能力和学习的积极性，能够让学生主动的去探索数学知识，
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数学思维，形成良好的数学意识；其次，有利
于提高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能够让学生更好
的学习和掌握数学知识，从而去灵活的解决课堂以及生活中的问
题；最后，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不仅能够让学生掌握正
确的学习方法，还能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有利于促进小学
生的全面学习。 

二、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 
（一）数学意识 
数学意识主要是指能够熟练地应用数学观念和思维来解释

数学中的数量关系、空间形式等，并且能够主动地用数学思想去
观察和思考问题[2]。小学生还处于初步接受知识的阶段，培养小
学生的数学素养主要从数学意识、推理意识等简单的方面人手。
同时，小学生数学意识的培养以及数学技能的学习之间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但由于对于数学技能的掌握并不是简单的培训就可
以实现，所以必须首先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让学生能够学会主
动地从数学的角度观察和认识世界，初步形成用数学的观念来看
待事物的意识，由此进一步提高其处理问题的能力。比如在上体
育课的时候，全班一共有 48 名学生参加跳长绳的活动，而学生
看到老师一共准备了四根绳子，那么这时候学生自然而然就会想
到“48÷4”这个算式，当学生有这个思维的时候，就说明学生
已经具有初级的数学意识。再如在组织学生到科技馆参观时，学
生通过观察就会说“今天的人真多，大约有 300 人。”这也同样
表明，小学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数学意识，也就是他们能够将生
活中的问题和数学联系起来，可以用数学思维去看待事物。 

（二）数学人文 
这一核心素养的关注点在于学生数学学习的自愿与否，学生

是否能够保持对数学的兴趣；是否能够遇到数学困难也能不逃
避、坚持下去；是否能够善于发现数学知识的美等问题。而若想
实现数学人文素养的提高，教师实际教学中，应当善于创设情境
教学，以激起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致，使学生发现数学的美，并自
愿投身于数学学习之中。例如，教学“面积单位”相关知识时，
教师便可为学生创设故事情境：巴依老爷为了得到阿凡提的院

子，于是和阿凡提签订了一份契约“以 10 元钱，将自己院子的
60 米卖给巴依老爷。明日即上交，永不反悔。”而到了第二天，
阿凡提拿到 10 元钱后，却哈哈大笑，巴依老爷才后知后觉地发
现契约的“陷阱”。同学们，你们能找出问题所在吗？通过这样
的故事情境引入，学生的注意力不自觉地集中于教师故事讲解之
中，并对教师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思考和探究，想要探个究竟。
学生数学学习自主性自然有所调动，且在探究问题过程中，也会
渐渐发现数学的趣味所在。 

（三）数学思想 
首先要培养学生的兴趣，保持学生的学习热情，让他们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爱学习，探索数学的奥秘。其次在数学思想的
引领下，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高课
堂的学习效率，让学生不再被动地接受教育，也能用自己的方式
解决问题。学生可以从解决简单的题目，渐渐会解决一定的难题。
例如，学生对“鸡兔同笼”问题非常感兴趣，会直接引导学生开
发自己的思维，询问“古人是怎么想出这样的问题的？”顺势而
下，鼓动全面共同参与，思考类似的问题。例如：一户人家分别
有四角桌、三角凳若干把，共有 30 只脚，那么桌子与凳子分别
有多少。学生的思维在不断变化着，问题由简单到复杂，体现了
数学核心思想。 

（四）数学应用 
实际生活中处处存在数学知识。数学的应用主要指的是熟练

地应用数学技能和知识去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积极地培
养学生建立数学模型，形成数学能力，从而促进学生逐渐养成良
好的思维品质，能熟练地应用数学知识[4]。也就是说，要使学生
在实际生活中掌握数学技能和知识，而不是只让学生一味地去背
诵课本上已有的知识。如果能够这样长期地坚持下去，不仅可以
充分发挥学生的才智，而且可以培养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碰到问题
主动尝试及积极用数学知识去解决问题的意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是落实素

质教育的重要手段，对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有着重要
的作用，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加大对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视，并对
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然后通过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对学
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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