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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教学思维能力的培养探究 
◆宋柏春 

（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段莘乡裔村小学  江西上饶  333215） 

 
摘要：随着小学数学教学的不断发展，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要注重提高

学生的思维能力，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这样能够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在新课改之后，思维能力成为教育行业培养学生的重要目标。所以这就

要求老师在教学中数学教学中革新传统数学的教学方式，使用科学的教

学方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所以本文主要论述了培养思维能力的重要

意义，以及如何更好的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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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小学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所以在

数学教学过程中，老师就要使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培养小学生的
创造性思维。但是从目前小学教学现状来看，很多老师在教学过
程中虽然采取了很多方法，但是效果并不好，不利于教学目标的
实现，在其中主要原因还是老师的教学方法不符合学生的学习现
状。 

1.培养思维能力的意义 
父母的教育、先天能力以及外界环境等因素都对学生的数学

能力有着很大的影响，有的学生学习能力强，能够根据自己的理
解以及教师的讲解快速的学会知识。但是有一些学生思维能力较
差，理解不到知识点的内涵，这样学习起来就比较困难。所以老
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重视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这样才能提高学
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面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作用： 

1.1 减轻学生压力 
老师在数学教学过程中不能只传授知识，还要培养学生各个

方面的素质。在学习数学过程中，要运用数学思维去解决问题。
如果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思维能力没有得到提高，学生就不能很
好理解数学知识，只能采取死记的方法去学习，这样就加大了学
生的学习压力。 

1.2 提高学生的判断能力 
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得到应用，提高自的

判断能力，认清真假。在数学课程中，学生的判断能力能够让学
生认清数学中的假设是否真确，有利于数学知识的学习。 

1.3 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良好的思维能力能让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提高学生的

应用能力，推理思维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同时还能提高学生的
总结能力，这些能力的提升就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2.如何进行思维能力培养 
2.1 学好基础知识 
全面的基础知识是推动数学思维形成的条件。数学思维不是

凭空想象就能形成的，只有掌握了基本数学的知识，才能 大程
度上发挥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教师在解题过程中，要从习题中
找出所包含数学知识，在不断练习中才能为思维能力打下基础。
在很多时候，学生都缺少解题方法的总结，这样就不利于形成数
学思维。因此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工作。比如在学习《多位数乘一位数》这节课程时，学生就要对
乘法的运算法则和乘法口诀这样的基础知识能够熟练掌握，否则
在学习这节课程时就非常困难，对更高难度知识的学习就无法打
下坚实的基础，所以老师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基础知识的教学，在
学生掌握基础知识之后，在进行难度的提高，这样才能让学生有
一个适应的过程，才能为数学思维的培养打下基础。 

2.2 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环境对学生的学习来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所谓“近朱

者赤近墨者黑”所以老师要注重在课堂上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学生正处于成长与发展的时期，不敢和老师
交流，自然课堂缺乏活力。所以这就要求老师在上课时，无论心
中有多大情绪，都应该面带笑容，充满精气神；此外在课堂上不
要树立太多的规矩，尽量让学生的心情放松，从而提升学生的学
习效率，发展学生的思维。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就能够自主交流、

用心观察、敢于说出心中的想法，达到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目的。
其次老师还要多和学生进行交流，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让孩子
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对每个学生的基础知识、性格特点都要有
一定的了解。事实上，每一个学生都具有自身的优点和长处，教
师要善于观察并发现学生的长处，多表扬鼓励，这样才能营造出
一个愉悦优美的环境，才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之间更
好的进行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中，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养成有着推
动作用。 

2.3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生的第二个老师，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来源。数学这

门课程本身知识点比较复杂，比较抽象，很难理解。小学阶段的
孩子，对生动活泼以及新奇事情比较感兴趣。所以在数学教学中
老师可以借助色彩鲜艳的教具与图片、小故事，以及小动物、玩
具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将抽象的数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此
外老师还可以结合生活中的知识进行教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在教学中还要采用多种教学法，用实例对抽象的内容进行
分析概括，采用多种途径与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思维，正确引导，
循序渐进。比如在学习《观察物体》这节课程时，老师可以将孩
子们分成若干小组，在小组中用纸折叠处各种各样的立体图形，
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实践，这样能够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程度，在
小组实践中，学生们通过观察这些立体图形，就能掌握住课程学
习的目标。 

2.4 做习题 
在课堂学习中，通过做习题能够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习题

能够锻炼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通过习题训练让学生掌握题型，
熟悉解法、开拓思路，从而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做习
题还能让学生知道自己的学习情况，以便于及时查漏补缺，所以
老师在课堂上要出一些习题进行训练。在做习题过程中，老师要
提醒同学们总结解题方法，引导学生分析题意，从而提高自身分
析问题能力。在解题过程中要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一题多
解进行训练，从题目的每个角度进行分析，这样能够提高学生的
练习效率还能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结束语： 
总的来说，在小学阶段进行素质教育是新课改的要求，所以

老师在数学教学过程中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从学生学习的
实际情况出发，使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学生明白主动学习的重要性，从而在学习中找到快乐，在快乐
中学习，这样才能更有效的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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