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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阅读能力培养策略探析 
◆殷雪娇 

（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摘要：小学数学阅读能力是促进学生学习能力提高的重要手段，掌握了

阅读的技巧和方法，就能在数学学习过程中事半功倍，让数学学习更轻

松。小学数学阅读能力可从创设教学情境、利用数学教材、培养阅读习
惯、运用阅读策略等方面进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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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数学作为
对于客观现象抽象概括而逐渐形成的科学语言与工具，不仅是自
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基础，而且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发挥着
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此可见：“数学语言”的学习十分重要，它
能让人有条理的表达所思所想，而数学语言的学习和提高离不开
“阅读”，“阅读”是学生自主学习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
加强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能有效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更
能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小学是学生习惯、思维、意识形成的最初阶段，也是培养学
生数学阅读能力的最佳时机。因此，小学数学教师都应该注重数
学阅读能力的培养，并将它视为学生学习能力的一种方式，在数
学教学中有意识地贯穿始终，为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奠定基础。 

本文结合数学学习能力的培养，认为小学数学阅读能力的培
养策略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一、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兴趣是一个人学习的最大原动力。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

认为:“知识的获取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学习者不应是信息的被
动接受者，而应该知识获得的参与者。”如果能有效的在数学课
堂中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为学生阅读作好铺垫，则能较好地激
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在创设情境的时候，一是要注意情境内容要富有童趣，具有
启发性。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前选取合适的材料作为情境创设的素
材，课前导入时分享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是调动学
生的多种感官来创设丰富的情境，就低年龄段学生而言，发散思
维能力形成过程中仍然需要结合声音、图案色彩、形象特征以及
感觉等方面进行思考，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合理的
情境创设，如创设一个动画、一个视频等素材，引导学生进入一
个可观、可感的数学世界，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后，为学生推出
一个充满活力的数学阅读课堂。在创设情境的基础上，引导学生
阅读重要的信息，学生则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学习的主体和主动
者。 

二、充分利用数学教材，发挥教材的阅读价值 
数学教材是小学数学教学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素材，大部分的

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教材进行的。教材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要将教材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就需要通过数学阅读进行。
比如，在“米和厘米”的教学中，教材中展示的内容，主要目的
是要让学生对“米”和“厘米”这两个单位有正确的认识。通过
对教材进行详细的阅读，学生才会明白计量比较短的物品，常用
“厘米”作单位，1 厘米大约有 1 个图钉那么长；计量比较长的
物品，常用“米”作单位，1 米大约为二年级孩子伸开双臂那么
长，测量教室的长度等物体时用米作单位。如果学生不进行数学
阅读，就无法理解教材中的这些内容，教材的价值也就得不到有
效的体现。 

三、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形成自主阅读的能力 
一个好的阅读习惯可以让学生终身受益。在数学阅读的教学

过程中，注重学生阅读习惯的培养与养成可以在其未来的数学学
习生涯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阅读习惯实际上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一些潜移默化的阅读
方式。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养成并保持这个过程就能使我
们的阅读发挥作用。 

首先，阅读时要学会质疑。通过在阅读中质疑，可以有效地
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同时促使其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对新知识的

探索之中。教师要指导学生在阅读中养成一边阅读一边做标记的
习惯，及时的标注出自己不理解的地方，或是将自己在阅读时出
现在脑海中的灵感及时的记录下来。 

其次，在阅读中强化理解。对于内容中的一些关键词汇和信
息可进行圈点画批，这有利于提高重视，继而正确理解数学语言。
学生会对重点的词句认真思考，加以理解。 

最后，在阅读中学会辨析分化。学生要能通过阅读，将所学
的数学知识予以融会贯通。教师要为学生大量搜集可以激发阅读
兴趣的数学阅读材料，引导学生边阅读边思考，对容易混淆的知
识进行辨析分化，从而克服学生的思维定式，实现学习过程中的
正迁移，使课堂达到举一反、触类旁通的教学效果。 

四、巧妙运用各种阅读指导策略，提高学生阅读水平 
一是要学会有序阅读，如低年龄段学生接触数学阅读时，引

导其要有序地阅读:看书要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看，要数清图中
各种物体的个数，读题目要求不漏掉一个字，用简单的语言进行
图解。 

二是要学会变阅读为说读。教师在组织教学时，要重视学生
的“说”，让学生养成“一说再说”的习惯。比如，有些是用对
话、图画等形式呈现的问题，可以组织学生分两层说。让学生通
过多次阅读，把阅读的内容自己说出来，这就是学生理解能力提
升的过程。 

三是要将阅读拓展于学生的生活领域。心理学家皮亚杰说:
“儿童是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通过主客体的交互作用获得心理
发展的。适当的物质与心理环境，更能激发儿童的学习欲望，加
强其自主探究的意识，促进其自身发展。”因此，教师可为学生
提供更多的数学阅读的时间与空间，为其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数
学阅读材料，提供一些与数学趣味相关的指导读物，让学生在形
式多样的数学阅读中，实现形象与抽象的自然融合，加深数学与
生活的自然融合，实现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融会贯通。 

综上所述，数学阅读对于小学生数学素养的形成、能力的发
展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和加强对学生
的数学阅读能力加以培养和提升，让数学阅读能力成为学生获取
数学知识的重要手段，成为终身受益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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