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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数学交流能力的几个策略 
◆王红琼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羊安镇中心小学校  611534） 

 
摘要：数学是一种语言，它能够简洁而准确地表达和交流思想。随着新

技术应用的日益广泛，利用数学进行交流的需要也日益增大。教育研究

发现，学生数学交流能力的强弱对数学课堂教学效率的高低有着直接的
影响，良好的数学交流可以有效增强学生的逻辑能力及社交能力。时代

的快速发展，对学生的交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会交流对于孩子

们的成长十分重要。让学生学会交流，并在交流中学习，将是使他们终
生受益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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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一种语言，它能够简洁而准确地表达和交流思想。随
着新技术应用的日益广泛，利用数学进行交流的需要也日益增
大。掌握数学语言是交流的基础，因此教师要重视对学生数学交
流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作为教学的引导者和组织
者出现的，同样，在交流教学中，教师也扮演着主要的安排者和
引导者的角色，所以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数学交流能力，教师
应当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数学教师，
一定要认识到：培养学生的数学交流能力十分重要。要培养学生
的数学交流能力首先要求教师要有强烈的培养意识，在数学课堂
精心创设交流的氛围，重视对数学规范语言的训练，扩大交流的
深度和广度，重视问题的预设与引导，及时对交流的进行评价激
励，加强教师的调控，才能增进师生之间的数学交流，才能让交
流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精心营造良好的交流氛围，让学生有话可说 
在数学教学中进行交流，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的能

力，更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合作意识及数学的实际运用能力，进
而获得有益的情感体验。因此，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数学交流
能力，教师应当积极传授给学生进行数学交流的方法，实现学生
的自主交流。在新课改课堂，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已经得
到唤起，但就其有效性来说，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要使所有学生
在课堂上都能畅所欲言、敢想敢说，首先就要求教师要提高对“交
流”的认识，要充分认识到课堂交流的重要性，只有在轻松愉悦
的氛围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才有可能进行。其次，要建
立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允许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允许有自己
独到的看法，教师要多问“为什么”、“你是怎么想的”“你的理
由是什么”，多请孩子说自己的想法，促进课堂教学师生之间交
流的开展与深入。第三，教师在课堂上要认真倾听学生的发言，
捕捉值得肯定、值得表扬的“火花”，并给予真诚、中肯的赞赏
和鼓励，让学生学会自信、互相尊重、相互欣赏、从而树立“交
流即是学习”的意识。教师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交流氛围，这种
交流氛围的营造应当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创建的。在数学交流能力
的培养环境中，教师要公平对待每一位学生，让学生都有发言的
机会，实现真正的平等的师生及生生关系，对待学生发表的见解
要给予公正和准确的评价，有效引导学生。 

二、训练学生使用数学语言，让学生规范的说 
数学交流的载体是数学语言，因此发展学生的数学语言是提

高学生数学交流能力的根本。在教学中，一开始就要使学生建立
数学名词的正确概念。例如：计算教学中，从低段教学开始就要
使学生知道“加数”、“和”、“被减数”、“减数”、“差”等基本数
学概念，这样在中高年级研究计算规律，建立数学模型时，学生
才会用规范的语言来描述。如果不能正确地运用数学语言，就会
造成交流的困难和思维的混乱。其次，教会学生模仿叙述。教学
生学会说连贯的话，使学生能进行有条理的交流。第三，在数学
学习中，我们要抓住数学语言的特点，善于将叙述语言翻译成专
用的数学语言，并正确的理解它，运用它，才能正确的解决问题。
因此，在平时的数学教学中教师要有意识培养学生学习规范的数
学语言，并准确运用数学语言，以此提高学生交流的实效性。 

三、关注全体学生，让所有学生有机会说 
如何关注每一位个体，使他们也参与交流并得到发展，这应

该是每一位教师的职责。好生自不必说，他们是课堂的活跃分子，
他们争先恐后发表自己的想法，可以增强课堂的热烈气氛，作为
教师，自然高兴，但不能满足于几个好生的表现，而要深入课堂
深处，了解每位学生的情况，关注生理和心理有些问题的学生，
引导他们参与交流，这样才能提高课堂交流的广度，真正体现既
面向全体，又因材施教。 

小学阶段，儿童年龄大致在 6 到 13 岁。由于遗传、生活习
惯、家庭环境等许多方面的原因，儿童个体差异大。对能力弱的
孩子教师更应该多一份耐心、多一份爱心，创造机会让他们表达，
耐心倾听他们的每一句发言，使他们也学会交流、参与交流。学
困生不会永远是学困生，教师应该坚信这一点，多和他们进行交
流，给予他们比别人更多的关怀，让他们自信起来。 

四、合理调控，让交流有的放矢 
学生的交流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需要教师进行培养与

引导的。“问题是数学的心脏”，交流是从问题开始的。教师要精
心设计问题，利用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并把握好问题的时机和方
式，使交流成为可能。如教学《比较》这一课时，有这样一道题
目：有三个透明杯子，里面分别放了一些水，向三个杯子里放大
小一样的方糖，师：怎么样才能知道哪个杯子里的糖水更甜些
呢？其中有一个学生：喝一下就知道了呗。师：（很意外，没理
睬这位学生）哪位同学再来说？教师由于事先没有预设好问题，
当学生这样回答的时候，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也影响其他学生的
思考与交流。如果事先对这个问题已有了充分思想准备并设计好
了第二个问题，教学就比较流畅。比如：教师：对啊！只要喝一
口，不就都清楚了吗？但在没喝之前，我们怎样判断呢？大家互
相先想一想，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样，交流就可以继续下去，也
能引发学生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有时候，由于提出的问题比较难，
一开始学生就被卡住，没有什么话可说，交流难以进行。这时的
教师引导更加重要。教师连忙进行点拨，学生能得到启发，经过
思考讨论交流，就会有思路。学生在思考中会得到启发，交流就
会更加激烈，交流才会有意义。 

总之，在课堂教学中，特别强调学生"体验数学，经历数学"
的心理过程，使学生在体验参与、体验创造、体验成功的过程中
感受自身的价值，促进自身的发展。教师在面向全体并关注个别
学生的同时，要创设交流的氛围，扩大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加强
教师的合理调控，才能增进师生之间的数学交流。切实关注学生
的交流能力的养成，才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让学
生具有更高的数学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