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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育中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宋  斌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龙泉五小  湖南永州  425700） 

 
摘要：核心素养是目前素质教育环境下的主要关注点，学生从一个知识

的基础问题出发，不仅能够化解问题，还能够在问题中发散思维，获得

不同渠道的解题思路，并自主的完成一系列的知识延伸和汇总，将数学

融会贯通，体现出学生的想象意识、自主意识、创新能力等，另外还要

求学生在合作中，在课堂的互动中展示自我的优势，能够互相促进并自

我进步，小学数学的核心素养培养中，教师应从学生的视角出发，让数

学素质教育寓教于乐的铺陈，为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奠定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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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小学数学的核心素养培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针
对学生的素养培育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教师应在数学的互动过
程中，强化学生的思维认知意识，鼓励学多视角的感悟数学的内
涵，创造出轻松的互动空间，引领学生走进数学的认知视域中，
更加透彻的领会数学的深层次含义，激发出学生的潜在数学意
识，锻炼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使得学生在自由的环境中获得数
学的熏陶。 

一、改变数学教学方式，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  
传统的数学教学中，教师占据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对数学某个

知识点的解读，很少让学生表述自己的意见，仅在短短的几分钟
之内让学生说出自己的感想，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来回答，学生
不仅回答的积极性不高，同时在较为固化的问题下，学生也只能
照本宣科，比如：教师提问某个概念是什么，学生就按照教材上
描写的概述出来，整个互动的过程中缺乏对学生的思维锻炼，也
很容易让学生形成思维定势，新时期，为了强调对学生核心素养
的培育，应改变传统的教学形式，强化对学生的思维能力锻炼，
教师预留了更多的时间供学生思考，而不是简单的去解说什么让
学生记忆背诵，比如：在学习“位置与方向”时，要让学生具备
一定的方向感，在不同的方位都能够准确的描述位置与方向，而
不简单的会在平面书本上去做题，在生活中让学生形成辨别方向
的能力，可依据课堂上的位置安排，让学生分别的阐述自己的位
置信息，说明商店、学校、家庭等几个典型的坐标之间的方向，
当学生能够将数学的知识应用到生活视域中，他们能够形成极大
的满足感，对数学的探究热情也会加深，以“圆柱体的表面积”
这部分内容为例，教师讲课时，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课本，其中，
教师可以通过数学活动引入。在正式讲课前，教师让学生根据自
己想法制作一个小圆柱，然后引导他们观察，看看直接观察是否
能求出其表面积，学生会表示不能。接着，教师再让学生将自己
制作的圆柱任意展开，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学生可能最初展开后
得到的不是圆柱提到展开图，经过教师的一步步引导，学生最终
能够得到正确的图形，从而也可以得到圆柱体的表面积是由两个
相同的圆的面积和一个长方形面积组成的。这一过程是学生自主
探究的过程，学生能够通过动手实践，提高对数学知识的感知能
力，从而有利于他们数学思维的培养。  

二、联系实际生活，开展实践教学  
数学这门学科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对小

学阶段学习的数学内容来看，大部分内容都来源于生活。所以，
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将数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进行讲
解，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数学理解能力。其中，对数学实践能力的
培养也是数学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除法运算”的
教学为例，因为除法运算是在乘法运算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学习
的，所以，教师在教学时就可以结合实际生活提出问题：如果我
前年是 40 岁，我的年龄是我家孩子年龄的倍数，但是不超过 6
倍，那我家孩子可能是多少岁？可见，这个问题情境是让学生在
乘法运算的基础上进行探究除法运算，完全符合数学学习的层次
性的过程。而且在这种练习题中，教师将实际中的人和事引入到
习题中，能够便于学生更好的理解，对新知识也能更有效的接受，

从而实现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引入信息技术，提高学生对数学的重视程度  
在信息化背景下，信息媒介素养已经成为学生核心素养中必

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小学数学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引用多
媒体技术，不但能够提高学生的信息媒介素养，还能在此基础上
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一举两得，为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创造条
件。以对“长方体的体积”教学为例，教师在课上讲课时可以采
用多媒体课件，让学生更加直观的了解长方体，并根据体积公式
更好的解答问题。但是这部分内容需要考察学生的空间思维，课
下如果不巩固，学生容易很快忘记。教师可以在课下建设“网络
课堂”，在平台上共享教学知识，b 并与学生展开交流，能够大
大提高教学效率  

四、课题研究式学习 
研究不是研究者专属的权利，教师要做研究，学生也要学会

做研究。学生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深入研究，就能够从中体会到
数学学习别有一番风味。首先，课题研究学习中，不仅包含了与
数学相关的知识，还囊括了许多其他学科的知识，是一种跨学科
的学习方式。其次，课题研究需要学生掌握数学思维和解决问题
的方法，还要学生有合作精神和团体意识。最后，课题的解决需
要不同方法的实验，需要不断地假设和证明，在整个过程中，不
仅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主人翁意
识，学会在分工合作中承担自己的责任。以“生命与生长”为主
题，开展《蒜苗长高了》小课题研究，在高年级则让学生根据兴
趣自主申请研究课题，最后通过答辩获得相应学分。这种课题研
究学习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同时其完善的实施和评价体制也启示
我们，在进行教学实践之前，必须要做好全面的理论层面的工作。  

五、巧用数学语言，提高学生数学素养  
所谓“数学语言”，就是数学的重要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数

学、符号、公式等。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当代数学教学要更加
强调对数学思想、内容和语言的教育，尤其是提高数学语言的应
用能力，从而在数学学习中提升学生的数学综合素养。所以，教
师在实际教学中，要加强对学生数学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力度。
以将“20/24”进行约分为例，尽管很多学生口算能力较强，通
过乘法表也很容易口算得出答案，但是不能实现举一反三的目
的，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让学生一步步进行约分计算，可以先
拿最小公约数 2 来约分，得出结果，然后在用 4 进行约分进行检
验，看答案是否一致。学生能够对数学语言进行很好的运用，也
能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从而有利于学生数学素
养的提高。  

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阶段对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主要强调对

学生数学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所以，教师在实际教学中，
要不断进行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创新，结合教学内容，采用更
加灵活直观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另外，还要
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思维方法，让学生能够巧妙的运用数学方
法解答问题，提高数学思维能力。总之，数学核心素养是学生综
合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能力发展和思维养成不可缺少
的素养，教师一定要加以重视，提高学生的数学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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