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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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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数学是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关键时期。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更加重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教师可以

使用多种方法来训练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并培养他们的思维习惯。本文主要探讨在小学数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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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程标准中，建议注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小学
数学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主要学科。数学教学的关键是培
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和应用能力，数学课堂应发展学生的思维
能力训练，学生有足够的思考空间，在数学教学的各个方面
进行思想训练和培训，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在小学
数学中，教师应以学生为中心，并根据学习内容，运用适当
的方法来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一、巧设问题，引导思考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认真设计课堂问题，以帮助

学生更好地掌握数学知识，这也是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
重要途径。
（一）围绕课题，设计提问
教师在设计提问时要围绕课题，要使问题有针对性。例

如，在教学《多边形的面积》这一课时，教师可以这样提问：
“我们之前学过长方形、三角形的面积的计算，并推导出了面
积计算公式。那么，多边形的面积怎样计算呢？”教师通过
这样的提问，能够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从而培养他们的数学
思维能力。
（二）注重方法，问题新颖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方法，保证问题的新颖，

要提出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例如，在讲到《小数
乘法》时，教师可以提出一些学生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如
“春天到了，我们要放风筝，买一个风筝需要 15.8 元，那么，
100 元能买几个风筝呢？”这时，小学生就会积极地去解答
问题。这样的趣味性提问，能充分地激发学生的兴趣，还能
让学生掌握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从而培养他们运用数学思
维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紧扣教材，重点提问
教师在设置问题时要注意突出重点。这样能够帮助学生

更好地掌握重点。例如，在讲到《分数的意义和性质》这一
课时，教师可以这样提问：“把一个苹果分给两个人，那么这
个数字怎么记呢？”通过这样的问题，学生便能够理解分数
的意义：分数是用来记录往往不能得到整数的方法。
（四）联系生活，提问实际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生活体验提出

问题。例如，在讲到《长方体和正方体》这节内容时，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你们在生活中，见过哪些物体是长方
体？哪些是正方体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能够根据自
己的生活经验来思考问题。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对数学
学习的兴趣，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二、抓住联系，深化思维
小学数学，很多数学知识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因此，

在小学数学中，很多数学知识都是与初段和中段的知识联系
起来的。在教学时，教师可以在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上推理
转化到新的知识上。这样能够有效帮助学生理解新知识。

例如，在教学《分数乘法》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回忆
之前学习的加法知识点：相同加数连续相加的简便方法就是
乘法。这样由加法推理出新知识——分数乘法。教师就可让
学生掌握分数乘法的知识。因此，在小学数学中，教师要注
重新知识点和旧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帮助学生更快地掌握新
知识点。例如，在教授“比、除法和分数”关系时，教师可
以设计一种表格来帮助学生捕捉他们的基本联系。这样，通
过新旧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学生可以加深对新知识点的理解，
也可以及时将教材的知识结构转变为学生的知识结构。通过
这种教学方法，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知识点，并在此过程
中有效地发展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三、质疑问难，发展思维
思维是从质疑问题开始的。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对

所学习的知识能产生质疑，就说明他们的思维已经被打开了。
这时，他们强烈希望解决问题。赞可夫认为：“那些没有经过
艰苦的脑力劳动和克服困难以实现真正理解的事物，极容易
从记忆中挥发出来。”这表明积极的思考活动对于学生获取知
识至关重要。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鼓励学生大
胆提问，鼓励学生多问一些“为什么”，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和提问的习惯，这将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例如，在教学《长方体和正方体的体积》这一节课时，
教师可先做一个实验：准备两个杯子，先把其中一个加满水；
然后取一块鹅卵石放入第二个杯子中，再把加满水的那个杯
子里的水倒入第二个杯子中。这时，我们会发现，第二个杯
子的水已经满了，而第一个杯子中还剩余一部分水。这时，
学生就会进行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对于学
生的思考，教师要给予鼓励并总结。正是在这样质疑问难的
过程中，学生才能由敢于“求异”到善于“求异”；正是这
样，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才能得到训练。

四、结束语
总之，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在小学教学中，教师应培养学生的数学思
维能力。在教学中，教师应注意问题的解决，并鼓励学生思
考有效的问题。提出问题时，教师应根据教科书的内容逐步
发展数学思维能力。此外，教师应不断探索有效的方式和方
法来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促进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全
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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