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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数学课堂教学中学生数学能力的培养 
◆朱丽英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八都学校初中部  江苏苏州  215233） 

 
数学学习活动应当是一个生动、主动且富有个性的过程。教

师在教学中要善于运用学生学习数学的情感因素，组织学生开展
数学活动，充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数学教学中，发展思维能力是培养能力的核心。也就是说数学的
课堂教学不仅是数学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利用数学知识这个
载体来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数学思维的创新是思维品质的 高
层次，只有多种品质协调一致发生作用才能有助于创新思维能力
的培养。本文就结合自己的实践和认识对以下四个问题进行初步
探索： 

一 加强数学教学设计，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

向的教育，在数学教学的过程中，首先要注重数学教学设计中的
“情景”设计，奠定学生进行创新思维的基础。当前的数学问题
不能触发学生的大脑中积累的数学知识，导致数学问题与脑海中
的相关知识脱节。因此，在设计数学问题中就要做好“情景”设
置工作。以“情景”触发“感悟”，在“感悟”中重新认识和重
新发现，在新的认识和发现中认识数学新知识、新办法、新思想。
其次，注重数学教学设计中的“活动”设计，畅通学生创新思维
渠道。要以学生的活动为主，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制作、实验、
讨论、辩论、竞赛活动等，让每个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多姿多
彩的活动是学生创新思维的源泉，可以极大地拓展学生广阔的思
维空间，第三，注重数学教学设计中的 佳思维设计，激活学生
的创新思维能力。第四，加强数学教学设计中的“开拓探究”设
计，延伸学生创新思维的过程。教师在学生进行课堂思维的基础
上给学生设置新的，可进行探究的悬念，把学生的思维活动从课
堂延续到课后。 

二 注重思维，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 
空间想象能力是把具体对象的空间形式加以抽象得到几何

图形。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直接影响到学生对数学知识的解决，
尤其是空间知识的解决，因此，建立空间概念，培养学生的空间
想象能力至关重要，教师平时就应引导学生自制空间几何模型，
反复观察，培养学生构建空间模型，产生空间观念，用平面与立
体对比的方法加以训练，利用对比的方法把研究的立体图形的性
质显示出来。同时还要培养学生识图能力和绘图能力，让学生摆
脱直观概念，根据题意想象图形的形状，在平面上画出空间图形，
多观察事物，模型，临摹直观图，判断各元素之间的位置关系，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边讲边画，起示范作用。 
三 注重实践，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观察在数学学习中是很重要的学习活动，观察能力主要现为

观察能力的品质，培养观察能力，就是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的品
质。在平时教学中，要教会学生注意几个方面:第一，观察要有
目的性，要明确对象，要求，步骤，方法；第二，观察要有条理
性，即能有计划，有步骤，按顺序地进行观察；第三，观察要具
备敏锐性，要能在观察过程中很快地发现被观察对象的特点，发
现别人不易发现或易于忽略的东西；第四，要培养观察的精确性，
细微性，既要全面观察，又要善于搜寻每一细节。总之良好的观
察能力是使学生学习数学的基本条件，也是激发学生数学探究精
神的必要条件，是引发数学发现的源泉。 

四 注重实效，培养学生合作交流能力 
小组合作学习作为新课程所倡导的三大学习方法之一，在形

式上成为有别于传统教学的一个 明显的特征，他有力地挑战了
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方法，同时也在课堂上给学生自主合作的
机会，它对于培养学生团体的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提高交往与
审美能力起着重要作用。在小组合作学习中，教师要加强对学生
的指导，要使小组合作学习产生实效，教师应引导学生选择合作
学习的内容，并合作分组，同时教师深入到小组中了解学生合作
学习的效果，讨论的焦点，认识的过程等情况，对有困难的小组，
给予及时的帮助，从而灵活调整教学环节，组织安排下一个活动，
使合作学习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五 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加强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叶圣陶曾经说过“教是为了不教”。事实上，无论是从数学

学科的教学目的，还是从将来社会的真正需要，都要培养好学生
的自学能力。学生学习的好坏，有很多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良
好的学习习惯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的非智力因素。因
此，要注意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即课前预习、查工具
书、参考书、资料书、多写、多练、多思考，久而久之，自学能
力就自然形成，受益终生。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数学教学重要的是教师教给学
生“为什么”和“怎么办”，培养学生的相关能力，而不是告诉
他们“是什么”和“这样办”，教师吸有致力于导，服务于学，
以教材为“纲”，才能把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真正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