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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培养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 
◆王  虹 

（河北省张家口市第四中学  075000） 

 
摘要：本文围绕如何培养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展开。首先分析了现阶段

高中学生阅读能力较弱的三个表现以及造成学生阅读能力差的主要原

因。其次，叙述了提高学生数学阅读能力的策略及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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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阅读是高中数学学习的基础之一，数学阅读能力是学生
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数学化的社会”中，培养
学生数学阅读能力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途
径。 

一、现阶段高中学生阅读能力较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 

（一）对应用题束手无策，面对应用题产生恐惧心理。 
从 1993 年开始，我国高考恢复了对应用题的考查。二十几

年来随着高考应用题理论的不断完善、丰富，高考应用题从数量
到质量都在逐年提高，而且近几年的应用题更注重了对学生阅读
能力的考查。从高考阅卷和对毕业年级学生的跟踪调查分析发
现，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容乐观。应用题多
以实际生活为背景，且文字叙述较长，学生缺乏对背景知识的了
解，不能正确理解题意，抓不住问题的实质，导致不能准确建立
数学模型，久而久之，对应用题望而生畏。 

（二）自学能力薄弱。提前预习时，对教材内容不知所云，
对教师的依赖性非常严重。 

（三）只注意解决熟悉的、格式化的问题，对新情境下的问
题理解不透，不能顺利实现问题转化。 

二、造成学生阅读能力差的主要原因有： 
（一）受应试教育影响，许多数学课变成了习题课，数学教

材成了学生手中的习题册。学生不会看书，死做题，做死题的现
象十分严重。 

（二）忽视数学语言，缺乏数学语言与自然语言灵活转化的
能力。数学阅读过程是一个数学语言与自然语言互相转化的过
程，而数学语言具有简洁、无歧义的特点，内涵丰富，尤其是符
号语言和图式语言跟自然语言差别很大，在阅读中语意转换频
繁，要求灵活，这就给数学阅读带来一定的难度。但部分学生对
数学语言尤其是符号语言和图形语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数学
语言中的符号、图形不能准确的理解并记忆，更没有建立良好的
语言转化通道，造成阅读时“死结”处处，难明其意。 

三、提高学生数学阅读能力的策略及手段 
1、培养模式 
数学问题解决模式：由静止的阅读材料转化为数学问题的解

决，实现阅读能力水平的递进。学生学习时经历感知数学问题，
形成数学问题和解决数学问题三个阶段，培养阅读能力就可以借
助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去实现。通过三个阶段的进展，阅读能力
由低层走向高层次。 

（1）感知数学问题阶段：认识，识读，能讲，能概述。 
（2）形成数学问题阶段：能辨析，会分析，会联想。 
（3）解决数学问题阶段：说理，究因，讲步骤，揭示规律，

独立创造，发展思维。 
在数学问题解决的各个阶段，教师要按问题理解的相应水平

的要求去培养学生，周而复始，实现学生阅读能力的递进。 
2、培养方法 
（1）指导学生课前预习，培养问题意识 
一开始让学生在教师的预习导纲下对教材进行预习，使学生

掌握数学阅读的基本要领，学会怎样发现问题，寻找疑点。然后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翻阅相关资料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预习过程
中应设置适当的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维，对教材提供的“原材
料”主动进行“加工”，自我构建起实质意义上的、非人为给予
的数学知识“产品”。        

（2）改变课堂教学模式 

改变课堂教学模式，把枯燥的一言堂变为生动活泼的互动式
教学，留给学生充分的思考余地和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培养学
生的自信心和创造能力。 

（3）注重三种语言转换 
数学三种语言(文字语言，符号语言，图形语言)的转换，可

以帮助我们从不同侧面理解数学材料，解决数学问题。这时可采
取如下策略： 

把一个用抽象表达方式阐述的问题转化为用具体的或不那
么抽象的表达方式表达问题，用自己的语言来阐述问题(如立体
几何问题)；把用符号形式或图表表示的关系转化为自己的文字
语言来表达，以及把语言形式表达的关系转化成符号或图表形
式；把一些用言语形式表达的概念转化为用直观的图形表述的形
式，(如异面直线的概念)；用自己 清楚的语言表述题目中的有
关概念，术语，关系等。这就需要学生通过阅读合理地把这些东
西转化为数学语言，顺利实现问题解决。 

（4）重视教材中的“阅读材料”和“研究性学习课题” 
教材中的每章都有一定量的“阅读材料”和“研究性学习课

题”，它们或是介绍数学史或是补充数学知识，既趣味又可拓展
知识、开阔思路。要重视这些内容，引导学生读出问题，读出字
里行间所蕴藏的精髓，读出数学知识之间的联系和变化，并通过
思考，得到自己的创新见解。 

（5）加强阅读指导，提高阅读质量。 
为提高学生数学阅读的兴趣，扩展学生的数学视野，使学生

多方位地领会到数学美和数学的应用，可向学生推荐合适的课外
读物，让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并加强阅读指导。同时要注重创设
数学阅读所需要的安静环境，让学生能全神贯注的思索、不断尝
试。还可开设数学阅读天地，如好题推荐，难题征解等，让学生
置身于数学阅读活动中，提高学生的数学阅读质量。 

总之，数学语言是用形式化的符号反映现实世界中各种问题
和各种现象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只有掌握一定阅读数学语言的能
力，才能真正掌握和理解数学。合理安排学生的数学阅读，切实
培养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使其养成“边阅读，边思考”的阅读
习惯，主动积极的思考、理解和消化所学知识，真正达到知识的
内化，有利于学生数学能力的发展，进而促进其终身学习能力的
提高。因此，教学工作中注重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是数学教学关
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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