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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毕新丽 

（黑龙江省五常市营城子满族乡中心学校  黑龙江五常  150200） 

 
摘要：思维以知识为载体，在尝试理解中，展开大脑中的知识网络结构

搭建，触及自己已知的生活信息，整合知识资料形成思维结果，求知的

过程中要注重求同存异，抓住知识本身的特点展开思维发散，而小学数

学的教学中，教师应关注学生质疑问题、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结合数

学的兴趣延伸想象思维、创新思维，强化数学的逻辑思维与感知能力，

挖掘学生的思维潜能，形成独立的思维意识，透过问题的表象看本质，

以思维的延伸获得对数学更深层次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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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学思维互动中，需要学生建立独立的思维意识，继而在数

学的畅想环节，能够大胆的拓展思维阐述独立的思考结果，能够
结合数学的逻辑问题展开分辨，数学的思维培养并不集中在某一
方面，而是从综合的视角出发，使得数学思维能够将数学知识联
通，衔接前后的信息完善数学认知体系，小学时期要注重学生的
思维潜能启发，让学生有机会摸索不同的数学思路，在数学的思
维带领下找到数学的乐趣，感受数学的魅力。 

1.注重培养兴趣，激发学生思维  
兴趣爱好是启蒙思维意识的金钥匙，在缺乏兴趣的状态下，

想要学生掌握数学的知识无异于机械互动，整个过程中学生被动
的记忆，即使在不断的填充数学的信息，但也始终难以头的领会
数学的内涵。当学生的兴趣被激发，同时他们的好奇心与参与意
识也逐渐变强，从心理学的视角来说，更加符合学生心理诉求的
教学形式，有助于学生思维教育，让学生乐于探究，乐于提问，
乐于表达。例如：教学“角的初步认识”时，教师结合学生日常
接触较多的物件进行授课，准备三角板、见到、活动角、圆纸片、
五角星纸片、心形纸片等，鼓励学生找出其中的角，继而教师将
拍摄的校园照片与周围的建筑物照片贴在黑板上，让学生找一
找，每张照片上有多少角，这时候就较为考验学生的观察能力和
分析能力，部分学生能够基于照片中的细节提出自己的想法，一
些教师原本都没有发现的角，或者潜在的、交叉的角也在学生们
的讨论中被挖掘出来，通过日常的信息来认识数学，促使学生具
备数学的实践思维。 

2.培养学生使用分析法来解决问题 
小学数学的难点问题就是应用题，部分学生在面对数学的基

础概念时，看似已经熟记了信息，并掌握了概念背后的知识规律，
但遇到了应用题，就显现出了学生的认知薄弱，他们缺乏分析能
力，无法明确的把控题意，容易出现认知的偏颇，计算中出现思
维错误，教师无论是帮助学生找到正确的思维解释，还是纠正学
生的错误问题，都应教授给学生分析问题的方式，帮助学生找到
学习的方向，满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学理念。买 5
支铅笔要 0.6 元钱，买同样的铅笔 16 支，需要多少钱？解：买 1
支铅笔多少钱？0.6÷5＝0.12（元）买 16 支铅笔需要多少钱？0.12
×16＝1.92（元）列成综合算式 0.6÷5×16＝0.12×16＝1.92（元）
答：需要 1.92 元。将数量问题的规律总结出来：总量÷份数＝1
份数量；1 份数量×所占份数＝所求几份的数量；另一总量÷（总
量÷份数）＝所求份数，这种分析方式可以称之为归一，将单一
的量先求取出来，而后以单一量为一个标准，进而求出所要求的
数量，这种单一又归一的方式在同类的问题中均较为适用，当学
生透过一个问题表面看到其中的计算技巧，他们不仅能够更快更
准的化解问题，还能够形成举一反三的思维能力。 

3.利用实物演示法，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 
演示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虚拟演示，一种是实物演示，以

上提到的纸片也属于实物演示的一种，通常在几何问题上，为了
让学生抽象概念更加直观，也会大量的采取实物表述，并通过动

手操作等形式，以感官的互动形成思维联想。例如：“时分秒”
的课堂上，教师通过一个模拟的时钟进行演示，不仅能够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还借助实物创建了情境，学生们去理解时分秒的各
个概念，就形成了直观的意识，他们原本抽象的思维变得具体化，
当提出有关的疑问时，学生就可以在脑海中构建出一个时钟的模
样，将问题以简化繁，另外，教师还可以结合多媒体的形式，展
示时分秒的变化，让学生体验时间的流逝，回顾自己一天的情境
中是如何利用时间、分配时间的，小学生本身就贪玩好动，他们
较为喜欢新鲜的事物，课堂上太过于呆板，总是在三尺讲堂上准
备一本书、一把尺，学生很快就形成了封闭课堂上中的桎梏意识，
这种潜移默化的 心理影响会打击学生的求知热情，当课堂上融
合了实物内容，显然更加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探索意识，让他们的
思维变得活跃起来。 

4.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思维  
问题之于数学，是抛砖引玉的导火索，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的

小石子，虽然一个问题看似很简单，有时学生能够对答如流，有
时学生百思不得其解，又在化解问题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但
我们都知道数学课堂上的引问是不可少的，无论是哪种提问方
式，都是课堂互动的基础条件。教师应因材施教，当学生在课堂
上明显表现出不耐烦，教师就可以通过趣味的疑问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当学生的热情明显较高，教师应预留空间，让学生也尝试
提问，并通过互动问题进行讨论，当学生成绩不一，课堂上对问
题的的反应不一时，教师提出的问题就应具有层次性，例如：先
提出一些较为浅显的概念问题，让后进生参与进来，进而提出有
趣的问题，让学生们展开讨论，最后提出开放性的问题，学生们
可以畅所欲言，问题的设计有很多种方式，但教师应打破传统提
问点名的形式，要让学生乐于自主回答问题，减少学生的压力。 

5.从新旧知识的联系入手，积极发展学生思维 
数学的知识分前后，也分新旧，部分数学的问题都是可以连

接起来的，尤其是小学较为基础的数学主题，多是有一定的贯通
性，而学生在未数学入门的时候，总是零碎化的记忆，分数就是
分数，小数就是小数，教师要结合学生已经掌握的旧知识，去导
入新鲜的知识，这样可以让学生树立主观意识，有助于学生的思
维全面发展。例如：教学“小数的初步认识”时，教师就给出一
个小数，将其转化为分数、倍的认识中提到的数量关系，甚至演
变为一个长度单位，这样小数能够与学生之前接触过的数学问题
衔接起来，不仅自然的复习了之前的信息，还顺理成章的完成了
小数的认识，思维得到了拓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小学数学的教学中，学生的思维能力高于成绩分

数，教师应注重对学生的思维培养，从不同的方面出发，鼓励学
生发散思维，突破自我的局限，从数学的宏观层面看待疑问，多
视角的化解疑问，透析数学的深层含义，明确数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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