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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提高小学生掌握数学语言能力的策略 
◆吴应林 

（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渔门镇中心学校  四川攀枝花  617109） 

 
数学语言，是指描述数学事实和方法的所有符号，它专门用

于表达数学思想，具有抽象性、准确性、简单性和形式化等特点。
数学的教学首先是数学语言的教学。小学数学教学其实就是让小
学生读懂数学语言，而且能够确切地把握数学语言进行数学学
习，学会简练地用数学语言表达自身的数学想法进行数学交流。
所以，提高数学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是数学学习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提升数学教学质量有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让学生更好
地掌握数学语言，我在数学课堂教学中进行了一些探索。 

一、指导学生阅读数学语言，学会运用数学语言之间的相互
转化。 

叶圣陶先生说过一句话“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在小
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只有当学生对书面语言认真阅读，细心品味
真正领会，学生才可能将其转变为自身的口头语言，才可以用自
己的语言将它们加以叙述，变为自己的语言，才可以准确地在数
学语言表达过程中完成文字、符号、图形语言之间的彼此转化，
这是从积累到运用过程中最主要的一个环节。教学中让学生学会
阅读数学教材，或者认真、仔细地理解题目中规范、准确的书面
语言，不但能使学生积累标准的数学语言词汇，还能让学生体会
到规范的语言的价值，体验到提高表达能力的重要性。数学学科
具有严谨性，数学教学中的数学语言格外简洁，严密，数学概念、
数学术语、数学符号等是简单明了的。但有的时候有些数学概念、
数量关系、逻辑推理往往是隐蔽的，每个数学概念、符号、数学
术语皆有其准确的含义，没有含糊不清的词汇。因此，数学需要
认真地阅读，仔细的品味理解。在六年级数学教学中，经常会遇
到类似这样的数学问题：（1）男生有 20 人，女生比男生多 1/5，
女生多少人？（2） 男生 20 人，男生比女生多 1/5，女生多少人？
对于这样的数学问题，我让学生反复读题目，然后提了这样几个
问题“男生和女生在不同的问题中，谁和谁比？”“两个问题中，
分别以谁作为标准量进行比较”，“两个问题中，多的 1/5 分别是
哪个量的 1/5？”刚学生搞不明白，男生和女生比较，都是多 1/5，
求的问题都是女生多少人？选用什么方法进行计算呢？这时候
我引导学生认真的读题，通过重新对题目进行解读，学生就会发
现在第 1 小题中，女生比男生多 1/5，多的 1/5 是男生的 1/5，所
以女生人数应该是和男生同样多的加上多出的男生的 1/5，女生
人数=男生人数+男生人数的 1/5。而在第 2 小题中是男生比女生
多 1/5，多的 1/5 是女生的 1/5，，女生人数不知道，求女生人数，
数量关系式应该为，女生人数+女生人数的 1/5=男生人数。通过
仔细的读题，找出关键字，两小题因为比较过程中，依照的标准
不同，第一小题依男生人数做为标准量，第二小题是依女生人数
作为标准量，只有仔细认真的阅读以后，找出题目的关键所在，
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在数学教学中，“女生比男生多和男生比
女生多”，两个量都是女生男生进行比较，但前后次序不同，比
较的标准就发生了变化，解题方法也就不同，数学语言的严谨性
就体现的淋漓尽致。在“百分数”的教学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问
题，“文艺书比科技书多 20%，那么科技书就比文艺书少 20%”，
让学生判断对错。学生如果不认真阅读，肯定觉得这句话正确。
我们在整数教学中，6 比 9 少 3，也就意味着 9 比 6 多 3，因此
学生自认而然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殊不知在分数中，“文艺书
比科技书多 20%，”指的是文艺书比科技书多的本书是科技书的
20%,那么科技书比文艺书少的 20%，就是科技书比文艺书少的
是文艺书的 20%，两次比较标准不同，所以结果也就不同。学生
在读题的过程中只有慢慢的去体会数学语言的严谨性，才可以把
数学语言真正理解为自己的语言，并加以积累、运用，进而把数
学语言的这种特性也就会慢慢渗透在自己的学习中。 

二、推敲叙述语言的关键词句。 
叙述语言是介绍数学概念的最基本的表达形式，概念中每一

个主要的字和词都有准确的意思，须认真琢磨，理解主要词句之
间的相互依赖和制约。在学习梯形的概念时，“只有一组对边平
行的四边形叫梯形”这个概念中的关键词是“只有”，那么教学

时就要着重从这个词去教学，“只有”是除此之外再没有的意思，
也就意味着除了这一组对边平行，再没有其他的对边平行的四边
形。通过让学生观察不同的梯形，明确只有一组对边平行才叫梯
形这个概念在图形上的具体表现。通过对关键词的推敲、理解，
使学生理解什么样的四边形才可以叫梯形。在“倒数的认识”这
一课的学习中，让学生通过观察发现，“乘积为 1 的两个数互为
倒数”关键字有“乘积为 1”“两个数”“互为”，教学中重点介
绍“乘积为 1”，两个数必须相乘得数等于 1，还必须是“两个数，”
满足这两个条件还不行，倒数必须是互相存在的，不能单独存在。
2 是 1/2 的倒数，不能说 2 是到数，1/2 是倒数。（2 是 1/2 的倒数，
1/2 是的倒数）学生理解了这些关键字词，才可以加深对数学概
念的理解。 

三、叙述操作过程，动手、思维、表达相结合。 
操作是学生动手和动脑的协同活动，是培养和发展学生思维

的有效手段，而语言是思维的外化，知识的内化与相应的智力活
动都必须伴同着语言表述的过程而内化。在教学中我注重为学生
提供动手操作的平台，并要求学生用数学语言有条理地叙说操作
过程，叙述获得知识的思维过程，把动手操作、动脑理解、动口
表达有机地连接起来，达到深化理解知识的目的。在教学“圆柱
体的体积”时，师生操作演示，把圆柱体转变为同体积的长方体，
在变化的过程中，学生观察大小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体积没有
变化，形状发生了变化。圆柱体转化为长方体，圆柱体的底面半
径、圆柱体的高与长方体的什么有关。学生在观察的过程中，通
过自己的叙述进一步理解把圆柱体转化成近似的长方体，体积没
有变，圆柱体的高相当于长方体的高，圆柱体的地面面积相当于
长方体的地面面积，长方体的体积等于地面面积乘以高，那么只
要知道圆柱体的底面面积和高或者知道圆柱体的底面半径和高，
就可以求出圆柱体的体积。在学习“圆的面积”时，先把圆平均
等分成 2 等份，再把每一等份分成相等的若干等分，拼成一个近
似的长方形，比较拼成的长方形和圆的大小，学生会发现，大小
不变，只是形状发生了变化，那么在变化的过程中，大小没变，
什么发生了变化，学生观察后发现，因为圆的周长的一半变成了
长方形的长，圆的半径变成了长方形的宽，进而求出圆的面积公
式。 

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的实践，为了更好地让学生对数学语言进
行掌握，锻炼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积极主动的态度，培养学生
较强的自主学习意识，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在培养学生掌握
数学语言的过程中，我也更加了解到了数学语言的神秘魅力，也
让我对于未来的教学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