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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高段教学中引导学生思维的策略阐释 
◆林士英 

（牡丹江市立新小学  157000） 

 
摘要：小学生作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主要栋梁，对于小学生的培养将决定

我们国家制度的发展，而且现在小学数学作为小学生的主要学习方向，

通过引导小学生在小学数学高段教学中的学生思维，可以提高他们的学

习效率和学习质量。文章将针对现在的小学数学高段教学中引导学生思

维的策略概述来使现在的小学发展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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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科技的进步，我们国家对于现在的教

育行业中是越来越强，而现在小学作为我们教育中的 主要一
环，通过加强小学的教育可以提高小学生自身的修养，可以为之
后的学习打下深厚的基础，而数学作为现在小学生的主要课程对
于现在数学的提高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提升现在小学数学高
段教学中对于学生的思维引导也是文章的主要目的。 

2、小学数学高段教学中引导学生思维的概述 
2.1 小学数学高段教学的应用现状 
小学数学的高段教学目前应用比较局限并没有充分的将高

端数学融入现在的教学中，而且部分小学并没有将小学数学高段
教学作为现在的主要应用目标。在一般的考试中还是考 初始的
试题来进行，因此大部分老师只是本着完成任务的目的来进行，
所以对于小学的高端教学就有所忽视。而且现在的高端教学划分
并不明显，使得部分老师在进行高端教学的运用时把握不好力
度，如果力度过高就会造成学生对于高端教学学习的困难，从而
也就影响高端教学，对于调动学生思维的力度也就影响效果，而
如果难度过低就会使得学生的思想得不到充分的调动，也就影响
学生对于数学学习的积极性，因此现在的高端数学调动存在两难
的现状。 

2.2 小学数学高段教学对与小学教育的重要性 
小学数学的高端教学，主要是指通过将小学数学中的知识延

伸到高年级的知识来实现对小学生思维跳跃化，通过调动小学生
的思维跳跃来实现对小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提高。小学数学与高
年级的数学不同，小学数学的主要目的在于调动学生的思维，而
高年级的数学更多是通过调动思维来解决问题，而小学数学为高
年级数学做铺垫性的作用，而为了使学生更好的学习，小学数学
就必须要融入高段数学，这是为什么？因为高段数学具有更好的
调动能力，可以使得学生能够明白高段数学存在的意义，从而能
够更好的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而且现在高段数学对于小
学生来说，只要求学生能够掌握小学数学中的基础，就可以通过
利用高等数学来进行跳级学习，不但可以提升小学生对于高年级
的意识培养也可以充分的发挥，小学生的潜力是小学生的能力得
到更好的培养。 

3、小学数学高段教学引导学生思想的策略 
3.1 研究多种解题思维，分类教学 

小学数学高端教学引导学生思想时，通过利用多种解题思
维，对于小学生的调动，主要是通过将高端教学融入他们的思维
模式中，而高端教学与小学教学的主要区别就是高端教学中具备
的解题思维非常广泛，所以人就要交多变的解题思维融入到现在
的小学教学中。使得学生能够充分利用多种解题思维来开发自己
的积极性和思维潜力。同时要注意小学生在进行学习的时候要采
用分类教学的方式，这是因为许多小学生个人的潜力和悟性不
同，因此部分小学生就存在着潜力不强的情况，这就需要对这些
情况去进行特别照顾，就要通过采用低难度的高端教学来调动他
们的思维，这样就可以更加的通过每个人之间的特点来充分调动
他们自身的潜力，可以实现环境化的发展趋向，更加的有助于日
后的思维引导。 

3.2 设立改革高段数学标准 
现在的小学数学高段教学的引导学生思想时要设立高段教

学的标准，因为现在的高端教学标准比较模糊，小学生在进行学
习起来，有时候会存在力把握不标准的情况，这就需要国家通过
制定 科学的教学团队来重新对小学生的数学高段教学的标准
进行制定。这需要政府加大对这个团队的研究资金投入，确保该
团队拥有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同时要借鉴西方对于小学数学高
段教学的研究优点来综合两者之间的特点，来完善自身的小学数
学高段教学体制。同时在小学教学过程中，可以将高端教学老师
融入现在的小学教学体制，使得高端教学与小学教师互相协助共
同引导学生的思维潜力，这样就可以加到小学教学中对于高端教
学利用度不够的情况。 

4、结语 
因此为了更好的培养我们国家的未来栋梁，就必须要加强小

学教育，而小学教育中数学教育的高端教学是决定现在小学教育
模式提升的主要保证，所以我们国家未来的学习发展方向就要加
强对这方面的投入。而且现在的主要小学数学高段教学思维的策
略就是设立高段数学标准，研究多种解题思维分类教学通过以上
两点使现在的小学数学高段教学引导学生的思想力度达到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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