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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育中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对策分析 
◆张跃峰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北留中心学校  山西晋城  048102） 

 
摘要：小学数学教育是培养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关键，新课改理念下，

小学数学教学活动要求已经不同于以往，我们在指导学科教学实践活动

的过程中应该做好教学理念更新和教学方法调整，关注学生的主体性体

现和独立学习能力培养。下文主要分析了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能力的几点策略，希望上述研究内容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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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数学课程教学活动的实质就是促进学生的思维嫩管理

养成，学生 终获得智力开发和综合素养提升，有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的实现教学目标。但是显然利用数学教学契机培养学生的
独立思考能力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教学任务，因此在当前
的小学数学教学实践活动中，我们全面实现课改，高度重视新课
改的理念落实。 

一、应用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在小学数学课堂上应用普遍，教师在

组织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容易忽视学生的主体性，而是将自己作
为教学活动的中心，课堂教学枯燥乏味，学生在课堂参与度不高
的情况下很容易丧失学习兴趣。如果想要借助小学数学教学契机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小学数学教师就要积极应用人本教育
理念[1]。举例来说，在字母表示数字的课程中，教师可以起头提
出：１只青蛙 4 条腿，2 只眼睛 1 张嘴；然后指定学生继续往下
接。学生 A：2 只青蛙 8 条腿，4 只眼睛 2 张嘴；学生 B：3 只青
蛙 12 条跑腿，6 只眼睛 3 张嘴……随着青蛙数量增多，学生的
积极性更高，回答问题的出错率也在提高。此时教师可以进行总
结，如果将具体数量的青蛙换成 n 只，那么应该是怎样的结果呢，
答案是 n 只青蛙 4n 条腿，2n 只眼睛 n 张嘴。如此，不仅完成了
教学内容，而且能够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二、开设数学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在新课程改革中明确提出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将学生作

为课堂的主体，可是现如今由于我国的应试教育模式导致很多老
师在授课过程中还是将教师作为课堂主体对学生进行数学知识
的传授。这对于培养小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起到了极其不好的作
用。这要求老师在授课过程中要顺应新课改提出的要求，在课堂
中将学生作为主体，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作为教学重点[2]。
例如在小学数学课堂中学习《10 以内数字的组成》时，老师可
以组织学生进行“碰球”的课堂小游戏。首先老师可以出示一个
数字 6，再选择一个数字编号为 2 的球，并对学生们提问:“老师
的 2 号球碰几号球?(游戏要求必须要将两个球中的数字进行加法
运算，得出的数字要与老师给出的数字相同)这时学生则回答：
“老师的 2 号球碰 4 号球。”多数的小朋友都可以根据老师提出
的问题迅速给出正确的答案。学生在游戏中不仅熟练的掌握了
10 以内数字的加减法运算，并且还可以根据老师提出的问题进
行独立思考并给出准确答案。这种游戏式的教学活动不仅可以很
好的养成学生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同时还能提起学生对于数学知
识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对于数学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三、将生活实例引入教学内容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容易忽视理论知识和现

实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导致学生不能学以致用，这样的教学理
念影响下，学生缺乏知识应用能力，也无法在实践教学中认识数
学学科的价值[3]。基于此，教师在指导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就可以
积极利用生活实例开展教学活动，强化学生的知识应用意识[4]。
如在学习倍数知识时，教师可以引入猜年龄环节，一开始学生可
能猜测教师 20 岁、21 岁、22 岁．．．28 岁、29 岁、30 岁等，此
时教师可以给出一些提示，如年龄是 6 的倍数，此时学生就能够
得到两个答案，一是 24 岁，二是 30 岁。然后教师再给一些提示，
例如年龄也是８的倍数，如此学生就能够得出 终答案，教师
24 岁。这种教学比单纯讲解倍数知识点要生动有趣，而且将生

活和教学有机结合，促使抽象知识具象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
立思考能力。 

四、注重问题情境的构建 
由于小学生的思维意识还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各方面还不

成熟，有极强的“向师性”，此时，我们的教师想要更好的培养
他们独立进行思考问题的能力，可以通过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进行
情景创设，如此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新课程标注要求小学
数学老师对课程进行设计、组织学习的过程中，除了要讲明白本
课节的重点知识以外，更主要的是培养小学生自主创新能力和发
散性思维，教师负责进行启发和点播[4]。所以，在进行课堂授课
阶段，老师可以用问题导入课堂要点，通过合理的问题构建法，
引领学生探索问题的方向，引导学生进行提问，可以通过小组工
作探讨、学习的方法找到“一题多解”的方法。举例说明，进行
数学图形讲解的时候，就可以提前通过图片的形式让学生对三角
形、正方形、长方形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让学生通过比较，分
析不同图形各自的特点，使学生从内心深处想要探索图形之间的
联系与区别全面激发其学习、探究欲望。紧接着，老师可以让学
生对平时生活中常见的图形进行举例分析，在反映学生主体作用
的同时，也可以获得更为理想的教学成果，进一步提升其发散思
维能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学习习惯的关键时期，也是

打好数学基础的重要时期。独立思考能力关乎学生的主体作用发
挥，因此在实践教学活动中，小学数学教师应该积极利用数学教
学的特点和优势，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数学问题。当前我国的小学
数学教学活动中，很多教师还没有意识到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
力的重要性，或者是在教学手段上缺乏科学性。因此笔者在上文
中对小学数学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路径展开分
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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