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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核心素养导向下小学数学课堂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马  慧 

（灵丘县武灵镇沙坡小学校  山西大同  034400） 

 
摘要：随着近年来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数学教育的需要逐渐转变为

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为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有了

问题，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才会主动思考，思考之后才能找到解决问题

的方法。因此，教师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前提就是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

识，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发现问题、会问问题并爱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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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概念 
核心素养这个概念是从素养一词中衍生出来的。所谓素养，

就是个体面对社会环境所必需的各种能力的综合体，包括知识、
技能、情感、态度等，核心素养就是这些素养中最核心的成分。
对于学生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素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
小学生应该具备的核心素养包括良好的自我概念；将个人目标转
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
等。反映到数学课程中，就是具备能解决数学问题的语言、知识、
技能和价值观。小学生年纪尚浅，从小就培养他们的数学核心素
养，对他们的终身发展大有裨益，可以使他们感受到数学学习的
价值和趣味，核心素养一旦形成，可以贯穿人的一生。所以教师
要重视培养小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2 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表现特征 
2.1 儿童的数学情感 
儿童对数学学科的兴趣是儿童对数学的情感体现，并且还包

括儿童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的情感变化。数学情感包括道德感、
理智感以及美感三种。数学情感对于儿童来说是一种对数学知识
的渴望和无限追求，来自儿童内心深处产生的对数学的好奇、推
论，并在不断学习中与数学学科本身产生一种相互喜欢、相互融
合的较高境界。 

2.2 儿童的数学思维方式 
首先，可以培养学生的数学结构化思维。有著名学者曾经说

过：不论我们选择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结构。
所说的结构实际上就是该学科的基本原理、结构观点。当学生在
学习数学学科之前对数学知识结构有了足够的了解，学生自己包
括老师都能够较好的控制学习数学的进度、效率。最后达到能够
灵活运用数学思维解决数学问题。其次，培养儿童的数学建模思
维。数学模型也可以说是数学结构，其是根据实际事物的特征或
者事物本身数量之间的某种关联表达出来的。儿童在进行数学学
科的学习时通常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实际生活的数学问题—
较难理解的数学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判断、演算、推断—得出
结构—灵活运用。这样建立数学建模思维能够使得学生在学习的
同时掌握数学相关的内在规律，最终形成自身的一套灵活运用的
数学思维。 

3 核心素养导向下小学数学课堂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策略 
3.1 培养数学意识，形成良好数感 
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数学史应该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为基本出发点，并在数学教育中渗透人文精神，重视学生数学
意识的培养，形成良好的数感。”数学意识是数学思维发展的基
础，良好的数感则能帮助学生形成数学科学的直觉。学生的数学
意识和数感不仅是学生数学态度的反应，更是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的反应。具备良好的数感及数学意识，使学生对数字及运算具有
一种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到生活中各个方面所包含的数学特
征，使学生感知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懂得数学的重要性。 

3.2 加强数学思维灵活性训练，培养数学探究能力 
数学探究能力作为数学素养最基本的特征，其训练和提升可

以通过加强对学生数学思维的训练来完成。事物总是发展变化
的，我们要始终引导学生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培养学生数学思维的灵活性。学生数学思维一旦灵活起来，便会
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当一个思维方向受阻时及时转变
思考方向。比如在教学“比和比例”的知识后，我为学生设计了
这样一道题：一辆大卡车和一辆小卡车合运 80 吨货物，大卡车
比小卡车多运 1/3,大卡车和小卡车分别运多少吨货物？很多学生
将这一道题习惯性的归纳入了分数应用题来答，后来经过我的提
醒，学生意识到还可以使用比例分配的方式来解答。学生进一步
分析比例分配题目的特点，即“已知总量和两个部分量的比，求
两个部分量”，学生根据已知条件“大卡车比小卡车多运 1/3”得
出大卡车与小卡车所运的货物比是（1+3）：3，从而按比例分配
的方法来进行解答。如此，使学生的思维得以拓展，加强了学生
的思维灵活性，增强了学生的数学探究能力。 

3.3 加强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 
在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合

作学习，通过团体力量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
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同时，开展合作学习活动，
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也能够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对
学生的学习及发展有着较好的积极影响作用。例如在进行《乘与
除》这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列出一些乘法题目和除法题目，
要求学生算出答案，之后组织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探讨，找出这
些题目所具有的规律，以此加深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解决学
生面临的学习重难点，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有效提升，促进学
生学习能力及合作能力的发展。 

3.4 创设故事情境，让学生爱问 
小学生好奇心与求知欲望都比较强，教师在教学中要结合学

生的发展特点教学，以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为主，让学生爱问。
课堂导入环节也是十分重要的，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创设
不同的情境，增添课堂的趣味性，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喜欢问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从而养成良好的习惯。以教学
“年、月、日”这部分的内容为例，教师可以创设故事情境以讲
故事的形式进行导入。一天，小头爸爸在书房看书，大头儿子哭
哭啼蹄地跑进来，边哭边说：“为什么隔壁家的小朋友每年都能
过生日，而我 12 岁了才过了 3 次生日。”这时，小头爸爸哈哈大
笑说：“傻儿子，我也想每年都给你过生日，但是你不是每年都
有生日呀，不能怪我啊。”这时，教师让学生思考，很多学生主
动举手要提出自己的疑问，学生的疑问比较多，如“为什么他不
是每一年都有生日？”、“为什么 12 岁了才过了 3 个生日”等等。
在这样的故事情境下，学生更加乐于提问了，且也都迫不及待想
要知道其中的缘由。之后教师给学生讲解本节课的知识，学生才
知道其中的奥秘。 

结束语：小学数学教学中极力推行核心素养的培养，就是为
了能够让学生从小学初级阶段形成良好的数学思维，培养学生的
数学意识和创新精神。因此，小学数学教师要根据中小学新课改
的具体要求，根据教材内容选择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将数学核
心素养不断渗透和落实到数学课堂教学内容中，为学生今后的数
学学习打造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华.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策略探析[J].学周

刊,2018(35):41-42. 
[2]李锦芳.基于核心素养视角下的小学数学教学策略探究

[J].科学咨询(教育科研),2018(09):93-94. 
[3]陈凌芳.如何在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数学核

心素养[J].西部素质教育,2017,3(12):152-153. 
[4]徐国明.小学数学核心素养培养的思考与实践[J].中小学

教师培训,2016(07):4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