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教育·基础教育　05　2019 119

ISSN:2705-0963（Print）　　　ISBN:2705-0955（Online）

浅谈小学生数学阅读能力的培养
王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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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学阅读不像语文的文字阅读，它是一种十分精确的阅读，要一字一句的读，对每一个字词的要边读边理解，一个

字词的误解都可能导致整体解题的失败。同时，数学阅读过程也是一个猜测、想像、理解，推理的认知逻辑思维过程。因此，

作为数学教学工作者，在进行数学教学中，必须高度重视阅读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真正掌握学习的主动权，才能有效地提高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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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教学时，经常会发现有些学生会做计算题，但是
解决问题就是不会，或经常解决问题写错。学生在解题中发
生错误是缘于对题意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只需在教师的指导
下重新阅读，学生就会发现错误并改正。为什么在教师的指
导下阅读才是有效的？究其原因，这与学生的阅读习惯有关。
数学阅读不像语文的文字阅读，它是一种十分精确的阅读，
要一字一句的读，对每一个字词的要边读边理解，一个字词
的误解都可能导致整体解题的失败。同时，数学阅读过程也
是一个猜测、想像、理解，推理的认知逻辑思维过程。因此，
作为数学教学工作者，在进行数学教学中，必须高度重视阅读
能力的培养，使学生真正掌握学习的主动权，才能有效地提高
教学质量，如何培养小学生的数学阅读能力呢？笔者认为：

一、指导学生读，让学生“读”出方法来。
数学语言简洁严密，逻辑性强，而学生阅读能力又很差，

多数学生的学习习惯就是“师讲生听”，把数学课本当练习
册、习题集使用。因此，他们初读数学课本感到很难适应；
对众多的数学概念和法则他们觉得“枯燥乏味”；对于较抽象
的数学语言和逻辑性较强的推理过程，他们又感到“读而生
畏”，鉴于这种状况，我决定先强化数学语言教学。针对不同
的内容和要求为学生先作示范性阅读，以实例向学生讲明怎
样细读难以理解的概念和法则，如何精读、重读重点、难点
和关键部分的内容，讲清数学中加以定义的实词及不加定义
的关键词的特殊含义，在学生初步“入门”后，再由示范性
阅读过渡到指导学生自读，即引导学生按照每课时的“自学
目标”、“自学重点”阅读课本内容，在巡回辅导中有针对性
地做好数学语言的翻译工作，从不同的角度采取多种方式引
导各层次的差生抓住定义的关键字句和本质特征，理解公式、
法则和定理中的各种数学语言。

初始阶段，切勿操之过急，必须通过耐心的启发和引导，
使学生学会读数学书的方法。不少学生误把简炼的数学概念
认为是“简单”，以为一看便知，不求甚解地一读而过，这便
会在以后的学习上酿成错误。

二、比较分析的“读”，让学生读出兴趣来。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诺认为：“知识的获取是一个主动

的过程，学习者不应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是知识获
得的参与者。”学生如果对阅读的对象没有兴趣，阅读的效果
就会很糟糕。数学的要领、公式、法则、定理很多，表达方
式各异，既有文字叙述，又有各种符号语言，还有图象、表
格等。如果只“照本宣科”地读，学生会感到乏味且不理解
记忆。因此，在指导阅读时，应充分重视学生的阅读兴趣和

求知欲望。我的方法是引用趣味数学材料，设置“悬念”，因
势利导启发学生有比较地去“读”。比如在上相反数、绝对值
和有理数的大小比较这段内容的复习课时，我先让学生重读
了这部分内容，然后引导他们把相反数、绝对值的代数意义
和起来记忆，并指导学生作了简明的小结。这样，学生对这
部分知识理解、记忆起来就顺利多了。

三、评议式的“读”，让学生读出能力来。
为了使学生逐步养成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阅读的习

惯，根据“自学提纲”进行阅读，依据“试作练习”进行思
考，我进一步引导学生把同一要领的不同阐述，同一问题的
不同思路和解法等进行比较分析，边“读”边议论其优劣，
这样阅读能力提高了一步，学生的鉴别能力也更强了，他们
能有理有据地对某些书中的不妥之处提出批语性意见。

四、探索性地“读”，让学生读出创造性来。
阅读能力的逐步提高，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求知欲，他们读得透彻，想得宽阔，问得在理，思维顺着逻
辑不断发展，我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把学生的思维引向对数
学知识的深入探索。

另一方面是指导学生与老师一起整理教学知。如在教学
多位数的读法后，可概括出多位数读法歌：读数要从高位起，
哪位是几就读几；每级末尾若有零，不必读出记心里；其他
数位连续零，只读一个就可以；万级末尾加读万，亿级末尾
加读亿。这样一来使书上的“死“知识变成了“活”了，编
成学生琅琅上口的语句，便于学生读和记，效果也明显多了。

以上四种方法的交替运用，促进了学生阅读能力和其它
能力的迅速发展，所任教班级的数学成绩有明显提高。

总之，把阅读引进数学教学，让学生多读课本，培养学
生的阅读能力，使他们获得终身学习的本领。当前教育要求
我们着力培养学生的能力，阅读能力是头等重要的能力，是
学生一切能力的基础，学生是未来的建设者，他们处于知识
迅速更新的时代，必须不断学习，不断获得新知识，然而获
取新知识的关键在于阅读，因此在数学教学中，重视培养学
生的数学阅读能力，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而有效的提高数学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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