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0 月（总第 217 期） 

 984 

教育科研 

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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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数学这门课程主要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进行考查，数学知

识比较的抽象复杂，学生在学习中难免遇到各种困难，要想提高学生的

数学学习水平，不能依靠单纯地灌输式教学和题海战术，关键是要引导

学生积极思考探究，形成良好数学思维。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中，要认

识到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要联系实际生活，优化问题难度

设计，做好问题引出工作，从而引导学生更好地思考和解决数学问题，

锻炼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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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新课标的改革下，对于

小学数学教学目标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
养成为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新的目标。小学阶段是学生一生中智
力发育和思维培养的重要时期，这个阶段的数学教育对学生逻辑
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但现阶段的小学数学教育
中，还是存在一些“教学”大于“思维”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
制衡了学生思维能力的拓展和发育，成为小学数学教学的弊端。
新课改下，教师应该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作为一个核心教
学任务，启发学生积极参与思考，自主探索，这样才能真正提高
学生的数学学习效率和水平。 

1 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重要性 
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可以将学习中一些杂乱无章的知
识点进行有序的整合。在小学数学的学习过程中，逻辑思维能力
的培养需要循序渐进，认识、锻炼培养、提升三个阶段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在小学数学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中，需要具有不同层次方面
的能力：（1）逻辑推理与整理归纳。小学数学中的一些运算法则、
定律、概念等，并不能通过死记硬背来掌握，它需要一定的分析
与推理能力，学生需要将一个无规律的式子进行分析推理，了解
其中的运算规律并带入到实际学习中；（2）综合分类与分析比较。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将所获得的知识进行有机的整合，将有
关联的内容总结到一起以便于后续的研究与扩展。在整合过程
中，学生也需要对所整理的内容进行有序分类，将具有相同点的
内容放到一起。紧接着，这些归纳分类好的知识点就需要学生进
行分析，从中找到课堂所讲解的重点内容，并展开想象，将其与
以前所学内容进行比较并找出其中的不同；（3）总结分析与具象
思维。学生将知识进行整理归纳后，所需要做的便是提升思维能
力。在做题的同时，将其本质和内容整合，再以抽象的思维进行
分析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律。这样，学生不仅将所学内容进行掌握，
更对自身思维能力进行了提高[1]。 

2 小学数学教学中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的策略 
2.1 联系实际生活，安排适当的实际问题 
所有的理论知识都来源于日常生活。为了培养学生的数学思

维，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紧密联系生活，创设教学
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意识到如果解决这个问题会给其生活带来
益处，这样一方面能够丰富教学内容，另一方面能够加快学生对
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2]。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对知识有一种亲近感，就会自然地将生活中的逻辑思维延伸到课
堂教学中。比如在讲解人教版小学数学“长度单位”的内容时，
课本中各种不同单位的认识是课堂的重点。新授后让学生给一些
物体填合适的长度单位时，有些学生会对选择哪个单位感到困
惑。但我会先让学生实际动手测量生活中一些常见物品的长度，
如：自己数学课本的厚度、桌椅的长度、指甲的宽度等，再加上
单位，这个过程中学生很愿意配合，会真正地动手操作，然后记
录数据，得出相应的数据单位。虽然只是一个简短的互动，但学
生在这个过程中深刻地记住了不同物体之间使用单位的区分。 

2.2 优化问题难度设计，引导学生逐渐深入思考 

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这是一个逐渐拓展和不断深入探究
的过程，小学数学教师要做到善于加深问题的思考深度，题目设
计由简到难，一步步地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使其养成思考问题的
习惯，继而会加强学生对新问题的思维理解方式，理性客观，有
理有据，层层剖析，深入思考[3]。比如在讲解“三位数加三位数”
的内容时，由于需要学生一定的计算能力，所以我在课堂中并没
有第一时间讲解三位数加法笔算的方法，而是通过复习之前学习
的两位数加法笔算的知识，唤起学生对竖式计算的记忆，简单的
题目求解学生往往很愿意动手。在学生全部求解后，我再出示三
位数加三位数的题目，让学生思考竖式计算的方法，引发学生的
独立思考。学生会对旧知识整合变成新知识感到很好奇，之后让
学生尝试动手笔算三位数加三位数的竖式计算，就很容易得出了
笔算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不但加深了之前的学习内容，更锻
炼了学生自己的总结能力，而且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
力。 

2.3 做好问题引出工作，引导学生推理归纳 
在课堂教学中，小学数学教师在问题提出之前，做好问题的

引出工作，这个阶段可以很好地锻炼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有助于
学生通过已经掌握的信息，合理高效地推理归纳出需要学习的新
知识[4]。比如在学习“认识分数”的内容时，我首先在课堂中引
入实际生活的情景：“一个苹果要平均分给两个小伙伴吃，那么
一个人可以吃多少呢？”学生会说到“一人一半”，之后我再引
导学生思考：“一共有两份，那么一人吃的是不是苹果的二分之
一啊？”学生会产生迟疑，但在思考之后就可以理解分数是份数
比上总数的意思。这时就可以趁机出一些类似的题目作为练习：
“一个圆饼需要平均分给四个小朋友吃，每个人吃多少？”学生
的模仿能力总是很强，会很快说出四分之一，这便认识了分数。 

结语 
总之，在培养小学生数学逻辑思维能力时，教师需要更多地

将课堂交给学生，让学生独立地思考问题、总结归纳，在长时间
的坚持之后，学生便会养成用逻辑思维解决问题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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