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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培养小学生数学思维的探索与实践 
◆李文峰 

（河南省卫辉市回民小学  河南卫辉  453100） 

 
摘要：《数学课程标准》于 2011 年修订时把双基变为四基。增加了基本

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并指出这里的数学思想，核心在于数学推理，数

学建模。如何让学生获得数学思想？关键是要让学生经历概念的抽象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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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程标准》于 2011 年修订时把双基变为四基。增加
了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并指出这里的数学思想，核心在于
数学推理，数学建模。如何让学生获得数学思想？关键是要让学
生经历概念的抽象过程。小学阶段我们要重视发展学生的学习能
力，尤其是其中的思维能力。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在学龄初
期，教师对儿童来说，是打开事物和现象的世界的人。而在少年
时期，教师就是打开思维的世界的人。为此我在课堂中努力渗透
并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有以下几点尝试。 

一、兴趣引导，数学思维的动力 
《课标》指出低中年级学生更多的关注有趣，好玩，新奇的

事物，因此学习素材的选取，呈现以及学习活动的安排，更应当
关注学生的实际生活背景和趣味性，是他们感觉学习数学是一件
有意义的事情，从而愿意接近数学，激发数学思维。 

在二年级乘法的初步认识一刻钟。我从魔术表演开始，每拍
一次手，课件显示出两颗草莓。学生兴趣激昂，并大声报出数量。
此时我及时提问，请你思考，老师拍了几次手，每次出现了几颗
草莓，一共出现了多少棵草莓等问题。学生回顾游戏过程，对数
学知识进行自我组织，发现了每拍一次出现了两颗草莓，一共拍
了五次，就是出现了 5 个 2 颗草莓，一共是 10 颗。我顺势继续
激发兴趣问：“同学们愿意来玩魔术吗？”分组进行拍手魔术表
演，出现小汽车，布娃娃等学生喜欢的物品。女生汇报魔术结果，
并说一说自己的发现。在此游戏过程中，学生集中注意力于每一
次拍手的事物个数以及出现的次数，在不知不觉中收集了数学信
息。加强了加数以及加数的个数，从而为研究出乘法，奠定了基
础并激发了学习兴趣，激发了数学思维。 

再例如在一年级下册《比多少——解决问题》一课中，为了
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其中，我在课堂中
让学生同桌角色代入，拿小棒比一比，并找出爸爸比儿子多的一
部分在哪里？孩子们认真而投入，在展示中有的用摆一摆，找出
了多余部分；有的用数数的方式数出了多余部分；有的用圈一
圈......不仅采用了逻辑思维分析，还用了归纳类比的方法，把爸
爸的糖果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和儿子同样多的部分，另一部
分是比儿子多出来的那一部分。孩子们观察验证，在数学活动中
懂得采用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来建立数学思维。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兴趣的源泉还在于运用知识在于体会
到智慧能统领事实和现象。人的内心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
总想感到自己是发现者，研究着探寻者。在儿童的精神世界里，
这种需求特别强烈。但如果不向这种需求提供养料，既不积极接
触事实和现象，缺乏认识的乐趣，这种需求就会逐渐消失，求知
欲也与之一道消灭。”我们要做的是保护并利用儿童的这种强烈
的精神需求，带领学生去观察、比较、实验，既培养了学生观察
性思维能力和判断性思维能力，又为儿童打开一扇有趣的数学之
门！ 

二、矛盾激化，数学思维的深化。 
数学教育的价值并非单纯的通过积累数学事实来实现，更多

的通过对重要的数学思维方法的领悟，对数学经验的条理化，对
数学知识的自我组织等活动来实现的。数学活动的过程，对学生
的活动经验的铺垫，对数学思维的领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三年级下册《复式统计表》的研究中，我提出真实的场景
素材，男女分组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让孩子们经历统计（手

机信息——整理数据——填写统计表——解决问题）的完整过
程。因为每个人手里拿着的都是单式统计表，当我提出：“男女
生都比较喜欢的活动是什么？”的时候，发生了单式统计表不方
便两组数据进行比较的矛盾。但是此时学生是采用的合作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的，并没有意识到可以制作新的统计表。我继续提出
两组数据对比的问题，随着此类问题不断的提出，激发出学生内
心的疑惑“为什么不把两个表格印在一起呢？”这个时候便是学
习新知的最佳时机。“怎么合并在一起？”“能不能合并在一起？”
问题的抛出，激发了学生的创作欲望。他们在数学活动中研究、
探索、尝试，最终创作出复式统计表，并清晰的讲解合并的原因，
每个数据的意义，以及复式统计表的优势。 

在课堂中，我们要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让孩子们亲自
在活动过程中经历数学的自我组织，能用归纳、演绎、类比进行
推理，深化学生的数学思维，提高分析性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维
能力。 

三、数学语言，数学思维的载体。 
数学语言是数学思维的载体，数学学习实质上是数学思维的

活动，交流是思维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寓数学思维于数学语言教
学之中，我们应当在数学语言教学过程中有意识的归纳技巧和方
法，提炼策略和升华思想。 

我们作为数学思维的引领人，在和学生交流时，在课堂中要
保证数学语言的准确、严密、简明。并在教学中，善于推敲叙述
语言的关键词语，明确关键词句之间的依存和制约关系。例如三
年级上册《周长》里，封闭图形一周的长度就是它的周长。封闭
和一周是概念的观念词语，缺一不可。强化条件意识，寓抽象性
于具体实例之中，条件关系实质是抽象的逻辑证据支撑关系的具
体表现。数学语言还有一些事符号语言、图形语言，我们还要注
意数学语言的互译。例如集合的教学，学生初次接触韦恩图，这
种特殊的图形语言，学生难于理解。那么我们就需要做以下操作：
先从统计表转换成集合圈，再选择两个集合圈的重复部分，直观
演示两个集合圈合并的过程，让学生参与从表格到韦恩图的转化
过程。互译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数学本质的理解，
增强辨析能力，我们不仅要自己灵活掌握各种数学语言之间的相
互转化，还要让学生们学会将普通语言转化为数学语言。例如五
年级旋转一课，让学生自己叙述指针如何从 12 旋转到 1。学生
有的说向右拨指针，有的说顺时针旋转，教师要及时质疑：把指
针围绕哪里旋转？旋转到 1，是转到了多少度？引导学生完整叙
述为把指针绕点 o 按顺时针方向旋转了 30 度。把自己的语言转
化成数学语言。互译的过程还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有助
于不同思路的转换与问题规划。 

周海中曾说“数学语言具有明确性、单义性、紧凑性、普适
性、直观性、抽象性、逻辑性等优点，是星际交流的理性工具。”
我们要让学生在课堂中感受数学语言的魅力，并升华成数学思
维，打开世界交流语言的大门。 

在数学学习过程中，我们要让学生亲眼目睹教学过程形象而
生动的性质。亲身体验做数学，去观察，描述，操作，猜想，实
验，收集，整理，思考，推理，交流和应用等，去实现数学的再
创造。感受数学的魅力，让数学思维在真实的做数学之中，轻松
获取数学思维，提高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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