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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思想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渗透研究
艾友林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马岭街道办瓦嘎小学

摘　要：数学思想是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数学的灵魂，能为学生提供更有效和科学的学习方法与指导。在

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结合学生实际，将数学思想有机应用到教学实践中，以引导学生掌握数学中存在的规律性的东西，

提高数学知识应用技能，这对于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培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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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思想是数学的精髓与灵魂，在小学数学教学实践中，
教师合理应用数学思想，将能帮助小学生更好地了解数学规
律，有效培养小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增强
其逻辑思维能力。

一、预习阶段———提炼数学思想
首先，深入挖掘教材。教材的设定满足了学生当前的认

知能力和性格特点，所以教师应从教材出发，围绕教材提炼
数学思想，通过全面分析和深入了解“吃透”教材，进而完
善课堂教学工作。小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还处于基础阶段，
缺少高效的解题方法，思维意识也尚在形成，所以教师应从
教材入手，结合学生实际，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其次，明
确教学目标。教学目标应贴合学生实际，指导教学计划的生
成。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应将学生放在主体地位上，将数
学思想纳入到目标中，强化学生数学思维的生成。以《除数
是小数的除法》这部分内容的教学为例，教师设定目标时要
将化归思想作为教学重点，让学生先掌握除数是整数的除法，
然后再推导出除数是小数的除法计算方法，数学目标与数学
思想之间就形成联动性，共同促进学生知识体系的生成。

二、教学阶段———强化数学思想
（一）创设教学情境

传统数学课堂观念根深蒂固，教师常以理论灌输为主，
学生过于依赖教师，课堂趣味性不强，学生参与度不高。新
课改要求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在课堂上起到引导和
解惑作用，因此教师可利用教学情境使复杂抽象的知识灵活
化，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数学课堂中，提升其抽象思
维水平。情境教学能将知识更为直观化的展现在学生面前，
较为契合小学生的认知能力，教师可利用数形结合方法引导
学生进入学习情境中，为数学思想的形成奠定基础。比如在
学习比较物体的长短时，学生刚开始接触长度单位，头脑中
缺少相关概念，教师可以利用身边来自生活的教具帮助学生认
识长度。教师创设情境：“同学们，拿出你们的铅笔，与同桌
的铅笔‘比长短’，看看谁的铅笔长？谁的铅笔短？”学生兴
趣盎然的参与到学习中，初步了解了长和短之间的关系，接下
来教师再通过数形结合的方法让学生在纸张上画出长短不同的
线条，利用直尺测量出长度，进行标记，通过数与形的结合生
成数学思想，为以后的代数几何习题的解答做好铺垫。
（二）探索数学规律

数学知识存在一定的规律性，教师应引导学生细致观察，
探索和发现数学规律，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吸收，出现类似
问题也能自然迎刃而解。比如低年级数学教学中要求学生了
解数字的大小，单纯的理论叙述或比较效果皆不佳，教师可

利用卡片教具，准备几个小动物，后面写有小动物的年龄分
别为：小猫 6 岁，小狮子 11 岁、海龟 100 岁，让学生比较他
们的年龄大小并找出规律，有学生发现数字越多，动物的年
龄越大，也就是说三位数大于两位数和一位数，两位数大于
一位数，所以得出的结论是数位多的数大于数位少的数。这
种找规律的方法能帮助学生生成规律思想，当遇到同类型问
题时能及时发现其中规律，获得解题方法。
（三）加强实践应用

教师应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通过实践过程来检验
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使数学的实用性更强。例如模拟
超市购物，教师将生活引入课堂，要求学生进行角色扮演，
通过买卖交易过程强化数学思想，考查运算能力，还能锻炼
学生的反应能力和问题处理能力，为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奠
定基础，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有效衔接。

三、复习阶段———巩固数学思想
教师在布置作业时要注重数学思想的渗透和巩固，引导

学生主动接受知识和解答习题，通过简单的习题来达到促进
知识和内化的目的，还要锻炼学生的开放性思维，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习题的布置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学生生成数
学思想后再

进一步深入习题，举一反三，对习题产生新的见解。除
此之外，教师应注重数学知识在学生生活中的利用，引导学
生利用数学思想解答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实际体验
来强化思维意识，发现数学规律，并在总结和评价过程中掌
握自身不足之处，及时改正和弥补。

四、结论
教师应转变传统守旧的教学思想，引导学生由被动学习

转化为主动学习，强化数学思维意识的生成，鼓励学生通过
预习提炼数学思想，在课堂教学中深入了解数学思想，并在
复习阶段巩固数学知识，强化数学思想，使数学教学更具趣
味性和灵活性，进而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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