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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育中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初探 
◆郭玲玲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景星镇小学  161132） 

 
摘要：小学数学新课程标准中提出：“数学素养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应

该具备的基本素养”，在课程性质中也提出了数学核心素养的主要内容。

在这一背景下，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成为了小学数学教学肩负起的又一

任务，而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落实也成为了一线教育工作者所思考的问题。

本文将分别从五个方面入手，提出几点培养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建议，

希望能够为一线教师提供有效参考。 

关键词：小学；数学教育；核心素养培养 

 

 

引言： 
数学这门带有抽象知识点、图像的学科，对学生各项能力的

要求极高，而学习数学的过程就是学生各项素质提升的过程。在
新课程改革为小学数学教学赋予了新任务的同时，教师要改变过
去“为分数而教”的观念，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将核心素养的
培养渗透于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一、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  
小学生刚刚接触数学这们学科，还不能意识到数学在生活中

有哪些用处。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就是要初步帮助他们建立起数
学与生活的联系，能够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来思考、分
析数学问题。课堂上，教师首先要搜集一些贴近学生生活的数学
知识内容，引导他们联想。如，讲到事物的对称性，就让学生积
极动脑思考现实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哪些事物有这样的性质。有的
说，蝴蝶，我们的手、胳膊，甚至有的想到了巴黎的凯旋门等一
些建筑物。这样，长期坚持下去，学生能够逐步养成自学的好习
惯，数学意识也会逐步增强。 

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生活中发现数学问题，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是学生数

学核心素养提升的重要表现，这也是他们实践能力提升的表现。
对于这样素质的培养，需要教师的长期引导，使学生能够逐渐从
被动式的解决问题变为主动发现问题并解决。 

例如：在《两位小数加减法》的教学中，教师让学生体会小
数加减法与整数加减法在算理上的联系，初步掌握小数加减法的
计算方式，理解“把小数点对齐”就是“把相同数位对齐”的道
理。进一步增强运用已有知识和经验探索并解决问题的意识，让
学生体验到成功的乐趣。在课堂教学中可运用情境图来提出问
题：  

（1）你获得了哪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你能提出哪些一
步计算的问题？  

（2）回忆整数加（减）法在列竖式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那
么列小数加（减）法竖式时，应怎样对齐？  

（3）今天学的小数加（减）法和以前学的整数加（减）法
有什么相同？  

（4）计算小数加（减）法时，应注意什么？  
（5）回顾一下，今天提出了哪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哪些问

题？下面还有哪些问题？整个课堂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又例如：在《小数乘法》一节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进行情景的构建，先让学生回顾整数乘法的意义，
然后让学生说一下 5×8 表示的意思，那么 0.5×8 表示的意思是
什么呢？让学生进行交流。再根据学生讨论的情况进行情景的创
设：如果一颗糖果是 0.5 元，你要买 8 颗是多少钱？让学生在组
内再一次进行讨论。并且让学生列出算式，并在组内进行算法的
讨论，这样可以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小数乘法的意义[1]。  

通过情境，使学生很好的对问题进行梳理，进而完成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积累学生的学习经验。 

三、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  
缺乏抽象思维能力是难以学好数学的。抽象、逻辑性强是数

学知识最为显著的特点，因而学生也需要具备较强的抽象思维和
逻辑思维，在复杂的知识和问题中“拨云见日”。但小学生思考
问题主要运用形象思维，因此对于抽象思维的培养还需要在日常

的教学中一点一滴的实现。例如在《自然数的认识》中，教师可
通过情境活动，使学生感受抽象过程。如在已给的图形中，学生
发现有些水果一样多，教师可问“你怎么知道它们一样多的”，
学生大多是从数量上比较的。然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其他角
度进行思考，可以引导学生从图形中感受水果之间的对应，引导
学生将相同数量的水果用线一对一地连起来，从而感受相等的本
质是能够一一对应。在这样的过程中，让学生认识到，物品的特
征无关紧要，这里关注的就是它们能不能一一对应[2]。在这一过
程中，让学生初步发展了抽象能力。  

四、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  
推理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判断推出另一个未知判断的思维

方式。教师在运算学习中，通过运算法则、运算规律的建构，能
够发展学生的推理能力。  

例如：在《一位小数加法》的教学中，教师先呈现一个情境：
一袋薯片 3.8 元，一瓶可乐 2.5 元，买 1 袋薯片和 1 瓶可乐一共
花去多少元？学生很容易算出 3.8+2.5=6.3。根据生活经验，学生
知道大约花去 6 元多，这个猜测过程中已经蕴含了推理。因此，
学生可以借助生活经验给出结果 6 元 3 角，这些过程可能是多种
多样的：3.8 元+2.5 元，3 元与 2 元合起来是 5 元，8 角与 5 角是
13 角，也就是 1 元 3 角；3.8 元、2.5 元都转化成角就是 38 角和
25 角，相加得出 63 角，化成元就是 6.3 元……这些运算过程本
身就是很好的推理过程。在这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自主
总结经验，探究一位小数加法的竖式运算，并说明其中小数点对
齐的道理。从而锻炼学生的推理能力。  

五、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学习数学，最重要就是要学有所用，方能体现出教育的实际

作用。数学知识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核心就
是促进学生实践能力的增强。对于这一点，教师要从完全理论化
的教学中走出，以生活化的手段来开展教学。比如，在学习“三
角形的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这一定理时，就应该让学生画出居
住地与学校之间的地理位置图，再让他们运用这一定理找到最
近、最适合、最快到学校的途径。这些实际的事情避免了数学与
实际脱节，在无形之中激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产生一种
想要探究的心理倾向，在生活中也会时时注意学习数学知识。  

六、结语  
总而言之，针对小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培养工作既是当前时

代发展和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学生素质建设的体现，
对于学生自身的能力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教师应在具体
的教学实践中重视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工作，不断完善教学，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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