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0 月（总第 216 期） 

723  

教学实践

数学思想方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渗透策略 
◆刘新正 

（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宁家坪镇坪阳庙中心完小） 

 
摘要：数学思想作为数学学习的指导性思想，其在数学学习的每时每刻

都会发挥作用。数学思想本身又具有先导性的特点，故此在数学学习中

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引导性的一种思想，数学思想对于数学学习会产

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在现代的教育教学实施过程当中，作为一线的

数学教师，必须十分重视数学思想的渗透和培养。具体到小学数学教育

教学实施过程当中，指的就是必须培养小学生一定的数学学习方法，由

于小学阶段属于人学习生涯的初始阶段，故此，一些基本思想的渗透必

须做到位。在数学学习中就是要培养小学生的数学学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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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数学教学的关键性的一种思想，数学思想对于提高数学
教学质量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利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数学教学
中遇到的问题是提高数学教学质量的关键，而一些数学方法的应
用可以让学生在长期的数学环境中得到熏陶。这种方法的积累，
长时间下来就会让学生形成数学思想。这种思想对于数学方法又
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二者有着密切的关
系，有时我们甚至会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一些数学教师对于小
学数学教学的内容，但是缺乏真正把数学思想方法融入到小学数
学教学过程当中的方法。一线的小学数学教育工作者必须要在实
践中总结数学思想有效渗透到数学教学中的方法，以此来提高数
学教学质量。 

一、注重数学思想渗透的过程性特点 
数学思想如果仅仅从外部渗透到数学教学当中，那么这种渗

透并不是真正的渗透。在解决数学问题时所经历的解题过程以及
数学知识内部所蕴含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数学思想方法。如果教师
只是单纯的在数学教学中对于某种数学思想方法进行讲解，那么
这对于数学思想方法的形成将毫无意义。让学生对于数学知识做
到真正的理解和把握，了解这些知识中蕴含的内部逻辑以及隐含
条件才是数学思想方法真正的内涵所在[1]。故此，在数学思想方
法的培养当中 忌讳的就是教师把数学知识中的隐含条件和盘
托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小数的除法教学当中，如这道题
4.46/1.2，学生在遇到这道题时必然会想到正数的除法，有些学
生会把除数 1.2 变成 12，那么学生就会思考被除数该怎样进行变
化呢？在多次的实践验证下学生 后在老师的引导下得出结论：
被除数要与除数扩大的倍数相同，这样才能保障 后所得的商不
变。在这个过程当中， 后的结论并不是 重要的，重要的是学
生在解题过程中不断的猜想、实践的这个过程，学会用已经学过
的知识去解决未知问题的这种思想。在不断地经过这样的训练之
后，学生会培养自身举一反三的能力，自然而然的想到，在乘法
以及加减法中这种变换是否依然适用呢？学生的思维在这个探
究的过程中也会得到有效的延伸。 

二、在教学中教师应该适时引导学生 
大量的数学方法的获得并不完全等同于数学思想的形成。有

人把数学方法比作制作晚餐的食材，我们获得制作晚餐的食材时
并不能说自己就获得了晚餐。要想真正的得到一份晚餐，就需要
在厨艺大师的指导下去处理这些食材，经历过一定的工序后，晚
餐才算真正做出来了。在这个形象的比喻当中，食材就是数学解
题的方法，厨艺大师指的就是我们的小学数学教师，当学生掌握
了一定的数学方法时就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数学思想[2]。也
就是制作成 后的晚餐。如要让小学生掌握数学思想中的“极限
思想”教师必须在数学学习过程中给予适当的引导。例如在学习
六年级下册《圆的周长和面积》一节时，在计算圆的面积时，教
师可以先把一个圆形的纸板分成四份，之后再依次的分成八份、
十六分......，利用这些分好的员来主城一个近似的平行四边形，
随着圆等分的块数的增多，这个平行四边形越来越接近与一个长
方形。这个时候教师就应该适时的对学生进行引导。老师可以提
问，当我们把圆纸片等分成 64 块时，所拼成的图形是什么形状？
学生们不约而同的回答：“好像长方形。”这时候教师继续提问，

“当把圆分成 1000 份的时候，所拼成的图形又是什么呢？”学
生回答：“更像长方形了。”教师继续引导：“那么同学们试想一
下，如果把圆分成无限多份时，我们会拼成什么图形呢？”这个
时候学生恍然大悟：“成为了长方形。”教师提问：“那么学生想
象一下，我们 终拼成的这个长方形的长和宽分别是多少呢？”
这个时候学生在仔细管擦所拼的图形后得知。 终长方形的长是
原来圆形周长的一半，即为 c/2，宽为原来圆的半径 r。 

三、让学生在互相交流中提升自己 
交流也是提升学生数学思想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这种交流不

仅包括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存在于学生和教师之间。用精制
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的话就是指，人们提升自身知识水平的 好
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复述给别人听。在交流的过程中
学生不仅能够加深对于所学知识的印象，交流还能够让讲述者在
讲述过程中对于知识有新的领悟，有利于其发散性思维的培养[3]。
同时交流还可以让交流双方都在倾听他人想法的过程中产生新
的想法，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总的来说，交流对于数学
学习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对于数学思想的培养也是必要的。 

结束语 
在新课改的要求下，小学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思想已经成为

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教师在小学数学的教育教学当中，应该时
刻注意把数学思想融入到教学过程当中，从而帮助学生构建起自
己的“数学提携”。此外，数学思想的培养还能让学生激发出自
身自主学习数学的潜力。此外，教师在数学教学当中既要关注学
生对于数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又要重视学生对于所学知识中所
蕴含的数学思想发方法的领悟和体会，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只有让学生真正的掌握数学思想方法学生数学学习才能得到真
正的进步和成长。故此，在数学的教育实施过程当中，教师一定
要让学生真正的掌握数学课程学习的诀窍，从而从整体上提高学
生数学学习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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