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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核心素养这个教育理念也逐渐被提出，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不仅能够

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还能有效的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小学数学是一

门重要的学科，对开发学生的智力和发展学生的思维有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落实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就需要教师要对数

学核心素养的构成进行精准的分析和定位，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的数学

核心素养得到更好的培养，本篇文章主要分析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构成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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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核心素养是新的教育背景下的 新教学理念，培养学生的核

心素养不仅能够引导学生更好的学习和发展，还能为国家的发展
储备高素质的人才。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想有效的贯彻和
落实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就需要全面的理解和掌握数学核
心素养的构成，要加大对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视，并积极
的探索新的教学方式来不断的实现对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从而开展有效的课堂教学，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和发展。 

一、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要意义 
当前国家对人才的要求也有了新的要求，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养不仅是教育发展的 新要求，同时也是新的发展背景下国家对
人才的 新要求，因此，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对学生的学习和成
长以及国家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
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对学生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不仅能够提高学生
对数学的学习兴趣，还能引导学生更好的学习数学知识，从而不
断的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效率，对提高学生的数学综合能力也有
很大的作用，还能为学生以后的数学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基本界定 
（一）以先天素养为基准，进行后天巩固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不是天生的，

而是需要后天培养的，是在学生原有天生素质的基础上进行有效
的培养从而形成的思想。核心素养是素质教育倡导的 新理念，
近年来，已经受到了家长与社会的广泛重视。人一出生就有着先
天的特质，在此基础上，也会受到后天因素的影响，致使人在心
态、情感、思维能力上发生变化。数学也是这样从先天的基础出
发，再对学生进行培养，从而进行稳定的心理与思维逻辑。 

（二）数学知识与基本能力相结合 
小学数学核心素养也是数学知识和学生数学学习的基本能

力的结合，主要就是指在实际的生活和学习中学生能够运用数学
知识和数学学习的方法来解决数学问题。这种想法通常必须把数
学理论知识放在首位，之后再进行方法的传授，让学生从方法及
思想上理解数学， 终达到数学素养的培育。 

（三）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升华数学价值 
数学知识的学习在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可以进行价值的转化

与升华。将知识与生活相结合，利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发挥其
大的价值，为社会与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这就赋予了

数学社会价值，是由学生付诸行动而形成的，学生的自我价值也
获得了肯定。 

三、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 
（一）数学人文 
小学数学核心素养的主要构成要素就是数学人文，数学人文

简单来说就是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主要体现在学生对学习数
学有兴趣，从而喜欢学习数学，而积极的数学知识进行探索。人
文从学生的数学动力与感受培养数学能力。具体表现在，学生在
学习中遇到困难，要进行正确的引导，一层一层地让学生认识并
感悟数学的内涵，能对数学结构体现的价值、真与美进行欣赏，
并且会进行数学交流。例如在学习“乘法”内容时，可以为学生
创建一个有趣的情境：“游乐园里有一辆 4 节的小火车，每一节

车厢只允许坐 3 名小朋友，大家算一算这辆火车一共可以载几名
学生？”可以积极运用多媒体设备为学生播放相应的动态图片，
呈现出更为直观的数学形态，开启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再比如在
“小小养殖场”学习时，教师课间设计实践活动，通过报纸、电
视观察，之后再带领学生到牧场看真实动物。学生分组进行调查
设计、记录、交流，共同克服遇到的困难，感受数学的趣味性，
让数学学习变得快乐，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这就是数
学人文的 佳体现。 

（二）数学思想 
数学思想也是数学核心素养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数学思想

主要指的是抽象、推理和建模。在数学思想的引领下，培养学生
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高课堂的学习效率，让学生不再被动地接受
教育，也能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学生可以从解决简单的题目，
渐渐会解决一定的难题，可以将复杂的数学问题进行合情推理转
化成简单熟知的数学知识，还可以将复杂的生活情境转为抽象化
的数学问题，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解决。例如学生对“鸡兔同笼”
问题非常感兴趣，会直接引导学生开发自己的思维，询问“古人
是怎么想出这样的问题的？”顺势而下，鼓动全面共同参与，思
考类似的问题。例如：“一户人家分别有四角桌、三角凳若干把，
共有 30 只脚，那么桌子与凳子分别有多少？”学生的思维在不
断变化着，问题由简单到复杂，体现了数学核心思想。 

（三）数学意识 
数学意识也是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在数学意

识方面，是指小学生对数学中的运算、符号意识、空间观念以及
解决问题策略等内容，体现在学生学会数学基础知识与掌握方
法。数学意识的重点是为学生构建数学的基本框架与理论，通过
这些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将理论结合实际，通过不
断地解决数学问题，形成属于自己的解构形式。小学生必须丰富
与数学相关的知识、符号图示、运算能力、数学理论，让生活变
得数学而理性。例如在购物的学习中，可以让学生和家长共同出
发去购物，如“一支画笔 3 块钱，一个胶带纸 1 块钱，给老板 5
块钱，应该找多少零钱？”学生通过在生活中灵活运算巩固数学
知识，也有利于学生感受生活，学会生活，逐渐将数学意识带入
生活里面，有利于数学核心素养的形成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的教育背景下，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是主要

的教学任务，在小学数学中，教师要全面的理解和掌握数学核心
素养的构成要素，从而开展有效的教学来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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