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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在教学中更好地培养小学生的数学素养 
◆林圣银 

（连江县透堡中心小学  福建福州  350508） 

 
摘要：长久以来，小学数学是小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基础课程，更是培

养小学生多角度思考和分析能力的关键课程。随着新课标的实施，教学

的目的不仅是要让小学生具备数学分析思维的能力，还要更加注重对其

数学素养的培养。素质教育的目标是让小学生不但需要掌握基础知识和

能力，也要培养小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进而更好地适应当今社

会的快速发展。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当前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进而论述了提高小学生数学素养的有效对策，从而增强小学教师对

其数学素养的培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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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当前，随着新课标的实施，小学教育在不断改革与创新。小

学数学的教学方式已经从以前的“应试教育”在向“素质教育”
转变，不仅要求小学生要在课堂教学中学到知识，也要培养其数
学素养。小学生年龄小，好奇心强，接受新事物较快，对于低年
级的小学数学教学，即是小学生学习数学的启蒙过程。具体而言，
小学数学的教学不仅需要培养小学生的数字运算能力、思维转换
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等，也更要培养小学生应用数学解决生活实
际问题的能力，数学核心素养应该是每一位小学生必备的综合素
质能力之一。 

数学核心素养不仅可以使小学生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的习
惯，而且也培养了小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进而提升了其综合
个人能力和素质。因此，对于小学数学的教学过程，教师不仅要
引导小学生锻炼数学思维和应用能力，学会让其用多样的思维方
式去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增强小学生的学习自信心和求知
欲，进而提升小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2.当前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教学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不恰当 
当前，部分小学数学教师在备课过程中，没有领会新课程真

正的实际意义，还是在按照以前的教学方式进行数学知识的传
输。小学生年龄小，生性好动，好奇心强，不愿意接受应试型的
教学模式。许多小学教师没有掌握小学数学的教学目标，在教学
过程中还存在“填鸭式”的应试教育方式，严重影响了小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不但不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还影响了小
学生综合素养的培育过程。其次，部分小学数学教学课程设置也
不合理，且部分教学方案也不科学。小学配套教材与实际情况不
对称，存在部分形式意义，如某些地区小学数学课本中涉及部分
经济学的内容，这完全超出了小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认知范围，
无任何的实际意义；教学方案内容设置也较为宽泛，对于小学生
而言，与实际生活的联系也不紧密，无形之中增加了小学生对于
数学课程的理解和学习难度。 

2.2 缺乏实践类教学模式，课堂教学方式较为落后 
小学生学习课程的最终目的是在今后的生活与学习之中，应

用该学科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遇到的问题。但是，当前大部分小学
教师没有注重培养小学生对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依旧沿用以前
“教-学-考”的教学方式，只是培养了小学生的应试能力[1]，而
没有关注小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这在以往应试教育的模式下，
造成了许多小学生学习效率不高，进而影响了小学生对于数学知
识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更严重束缚了小学生创新思
维能力的培养，从而其综合个人素质也难以得到提升。落后、老
旧的教学方式不能适应当前新课程的发展和创新要求，灌输式的
教学过程和生活实践教学模式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小学生数学应
用能力的提高。 

3.提高小学生数学素养的有效对策 
3.1 教学方案贴近生活，丰富教学内容 

小学生的数学课程是启蒙式的教育方式，而数学随时随地地
存在于生活和学习之中。所以，小学数学的教学方案也应更贴近
于实际生活，实践内容也应多样化。在课堂教学中，教学例子的
应用也无需利用传统的教学素材，而是需要教师依据小学生在实
际生活中遇到的数学问题而设置。如果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只是单
一的传输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将一些毫无趣味的公理、公式按照
“填鸭式”的方式灌输，这就会引起小学生对数学知识的不理解，
产生厌恶情绪。贴近生活的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培养小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主观能动性，以生活中的实际例子来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
性和实践性是提升教学效果的有效方式。因此，丰富课堂教学和
多样的室外活动来使小学数学的教学方案更加贴近实际生活，课
堂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媒体动画、实物等形式，为小学生传输相
关数学知识和理论，而课外活动可以以数学游戏的方式进行，在
实际游戏中穿插数学知识，如可以在课堂上拿苹果分给小学生，
让小学生对于所学公理、公式有更深的理解；也可以利用含有数
学知识的小故事引入教学过程中，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这种拓
展教学内容的方式不但引起小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更加有助于小
学生接受新知识，增强掌握数学的应用能力。 

3.2 培养自主学习习惯，发展创造性思维能力 
小学生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是社会前进和发展的未来动

力。因此，培养小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发展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是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小学生年龄小，反应能力敏捷，
对于新兴事物和知识感知能力强。所以，教师在传授数学知识的
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培养小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多互动交
流，多表扬小学生，促使其树立学习自信心，对于学习之中犯的
一些错误，一定不能批评小学生，而是应当及时纠正和引导，排
解学习中的疑惑，不让产生其厌恶学习的心态。其次，在课堂教
学过程中，教师也应当多与小学生互动，多引导其独立思考，促
进其养成自主学习和思考的习惯。在课堂互动问答中，先让小学
生有自主探究的意识，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再鼓励其分析和回答
问题的自信心，从而使其树立和养成良好的思维探究能力，从根
本上提升学习能力，发展创造性思维。 

3.3 联系生活实际，树立数学应用意识 
任何知识的学习都是为了能够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之中加

以应用，引导小学生对数学应用的意识则显得十分重要。一方面，
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适当引入日常生活中的数学信
息，这样不但有助于带动小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有利于理解数学
理论和方法，进而使小学生树立数学知识服务实际生活的理念，
也认识到学习数学知识的意义；另一方面，教师也应当鼓励小学
生收集日常生活中的数学信息和知识，扩宽知识面，如最为简单
的日常生活中小学生自己每天消费的数目计算。这样实际生活中
的数学应用过程，不但可以巩固小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数学知
识，还可以让其能够感受到数学是贴近生活的一门课程，进而逐
渐树立数学统计的概念，提升自身的数学素养。 

4.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数学的教学目的主要还是培养小学生的数学

计算能力，进而树立和培养其应用数学知识的意识。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需要和小学生多交流、多互动，多了解小学生的学习诉求，
也应找准教学目标，让课堂教学更贴近小学生的实际生活，让其
养成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良好习惯，培养小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才能达到教学的效果和目标。通过有效的
教学对策，不断培养和提升小学生的数学思想，拓展其数学思维
和创造性能力，才是实现培养小学生数学素养的必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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