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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小学数学素养形成的对策研究 
◆贺小娟 

（新疆兵团第九师 167 团中学） 

 
摘要：新课程指出数学课程及其教学、不仅要关注学生对数学知识、技

能、思想方法的掌握，还要关注其数学能力的发展，而且还要理解数学

的社会价值，体验数学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
促使学生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全面的提高，从而在生活和学习中形

成必要的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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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对人的数学素养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小学数学
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也为培养人的数学素养提供了可能。小学数学
知识结构单一，呈现方式灵活，许多数学思想、数学法则和数学
规律往往依附于一定的感性材料而存在，许多数学问题都能够从
生活实际中找到原型，甚至有一些数学问题实质上就是日常生活
中存在现象的翻版，直接显示出生活意义。小学数学也具有严密
的逻辑性，可以促进人的思维的发展，并体现出时代的整体特征。
这些因素正是形成数学素养的先决条件。新一轮国家数学课程标
准的建立突出体现“基础性，普及性和发展性”，要求“人人学
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获得必要的数学”，并且强调“不同的人
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的理念。这无疑为小学阶段发展人的
数学素养指明了方向。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
养人的数学素养，应该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培养数学意识，形成良好数感 
数学意识的培养有利于数学思维的发展，良好数感则有利于

形成科学的直觉。个人的数学意识和数感一方面反映了他的数学
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的数学素养水平。具备良好数学意识
和数感的人应该具有对数和数运算的敏锐感受力和适应性，能够
有意识地用数学知识去观察、解释和表现客观事物的数量关系、
数据特征和空间形式，并善于捕捉生活中诸多问题所包含的潜在
的数学特征。所以应将生活与数学紧密相连，让学生深深感知到
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有数学，这样才能逐渐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 

因此，小学数学教学要使数学问题生活化，生活问题数学化，
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生活情景，直接从生活中提取素材，进行数
学分析，寻求数学解决。只有这样的数学才有无限的生命力，并
逐渐形成学生的数学意识。 

2、加强数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形成学生数学探究能力 

数学探究能力是数学素养最核心的成份和最本质的特征，数
学探究能力的提高是通过数学思维方法的训练来完成的。 

3、培养估算能力，形成科学的直觉 
估算是对事物的整体把握，是对事物数量的直觉判断。在现

实生活中一个人的估算能力有着广泛的作用。如果我们在小学数
学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估算意识，积极发展学生的估算能力，
这将有助于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理解，有助于数学方法在实际生活
中的运用，有助于学生对日常数量关系的灵活处理，形成各种解
题策路，进而形成科学的数学视觉。 

因此，我们只要积极帮助学生积累经验，注重对周围、身边
的事例进行观察、比较，鼓励学生大胆估计、反复实践，帮助学
生总结归纳，使学生分析问题有根有据，而不是盲目地猜测，学
生的估算能力一定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形成科学的直觉。 

4、注重数学实践活动的开展 
数学实践活动的开展，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是十分有益的。

教师要想培养学生实际的本领，必须带领学生参与丰富多彩的数
学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长知识、长才干，学会识别、学会
适应生活中的数学问题。 

5、培养数学的情感体验 
数学，其独特的科学价值与文化价值对学生形成良好的数学

情感态度具有潜在的陶冶作用。包括思想品德和情感体验两个方
面。具体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1）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爱国主义、爱科学的教育。 
（2）学生对数学、数学学习活动的兴趣和动机。包括好奇

心、求知欲以及对数学学习活动中的主动参与等。 
（3）自信心和意志力。      
（4）学习数学的态度和习惯。包括：探索创新、独立思考、

合作交流与实事求是态度及习惯。 
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是关系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一件

大事。对这项工作的落实，我们应该从小学做起、从现在做起、
从我们的日常工作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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