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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数学思维培养探究
程余粮

湖南省双峰县永丰街道第二完全小学　417700

摘　要：人类数千年来积累的数学智慧，是我们生活的重要工具，如果要运用这些数学知识，就离不开思维能力的帮助。因

此，对学生从小进行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就显得特别重要。教师要根据学生的思维特点，努力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和语

言表达能力。在激发小学生的思维能力方面，培养问题意识是重要的途径之一。在小学数学教育阶段，唤醒学生的数学问题

意识，不仅利于学生思维开发，也利于促进学生全面的发展。文章以问题意识培养为背景，分析了问题意识背景下小学数学

教学的意义，并结合多年小学数学教学经验探讨了问题意识背景下如何进行小学数学思维培养和教育，让学生能够在疑问活

动中不断进行自主探究和学习，开展师生交流、互助和学习，以高质量完成小学数学的教学任务。

关键词：小学数学；问题意识；数学思维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

在激发小学生的思维能力方而，培养问题意识是重要的途径

之一。在小学数学教育阶段，唤醒学生的数学问题意识，不

仅利于学生思维开发，也利于促进学生全面的发展。本人结

合多年小学数学教学经验，探讨了问题意识背景下如何进行

小学数学思维培养和教育，让学生能够在疑问活动中不断进

行自主探究和学习，开展师生交流、互助和学习，以激活学

生的数学思维，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一、小学阶段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的特点

（一）较强的直观形象思维能力

能给小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事物，往往是看得见、摸得

着的。例如，5 岁的小孩并不理解“1+1”的含义，而如果形
象化地处理，给他一个苹果，再给他一个，让他回答有几个

苹果，他会告诉你有“两个苹果”。这是由于学生年幼，认知

事物的思维过程往往与具体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二）较弱的抽象思维能力

因为小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弱，所以他们要理解抽象概

念往往要借助直观事物。例如，初步认识“平均分”时，理

解“平均分”这一概念是个难点，教师往往运用直观教学法

来突破难点。教师取 15 个苹果，按照 8， 4， 3 的个数分给 3
个小朋友，然后问学生：“这是否是平均分呢 ?”学生答“不
是”。接着，教师把苹果一个一个地分给三个小朋友，每个人

都分得 5 个，学生答：“这是平均分，因为每个人的苹果一样
多。”这堂课，学生要理解抽象的概念——“平均分”就借助

了直观的苹果。

（三）较短的有效思维时间

由于小学生自制力弱，能集中注意力的时间短，所以有

效思维的时间也就短。为了实现高效课堂，达成教学目标，

教师就要不断变招数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四）思维内容浅显，不够灵活

在找规律的习题中：1，4，8，13，     ，26，数列的横线
上应填几 ? 有很多学生只会简单的，不会难的，一时找不到
规律，也不深入思考，就放弃了，在他们看来，只有等差数

列才有规律，一旦有了变化，难度系数一上升，学生就头疼，

这与小学生的思维内容浅显、不够灵活的特点不无关系。

二、培养小学生数学思维的有效策略

（一）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让学生敢于提出问题

小学生的问题意识其实是非常强的，尤其对于数学的一

些概念、公式、定义等比较抽象的内容，学生会产生很多疑

问。比如一个公式的由来、作用及如何运用等等。但是由于

传统的教学中，教师给学生提问的时间很少，学生也就没有

时间去提出问题，只是一味地接受教师的灌输。但是，在问

题背景下，教师要给学生留足时间，引导学生首先学会自己

设疑。这就需要教师在枯燥抽象的数学课堂上给学生创造愉

悦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课堂上以轻松的心态进行学习。并

且引导学生针对教师讲授的知识自己去设置疑问，提出来与

教师、同学进行交流，以写作的方式找到问题的答案。

（二）加强各方面知识的联系

教师在帮助学生打好基础之后，更应该做的就是加强各

个方面的知识联系，加强学生的知识储备，把相关联的知识

体系化并连接起来。就像是蜘蛛织成的网，每一个节点都是

一个知识点，整体来看的话，各个知识点都相互连接，就会

变成一张完整的体系网。在多元知识体系间建立联系，明确

各类知识间的差异性，引导学生运用相关理论展开分析，使

学生具备数学发散思维能力。这样，对学生了解问题、思考

问题以及解答问题都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三）抽象的事物具体化

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在数学的学习中，数学的理论、

概念、空间等还是一个个很抽象的事物，并且小学生对于这

种抽象事物的认知理解能力比较差。这就要教师利用教具等

手段来给学生做出直观、具体化的讲解，帮助学生理解消化

这些抽象的事物。教师不仅可以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解知识点，

还可以通过各种课外学习活动来帮助孩子理解数学知识。因

为，知识来源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这一过程是一个质的累

积的过程，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把具体化的事物再理解化。

随着不断地吸取知识和积累就会达到质的飞跃。这种把抽象

的事物具体化的能力培养，对孩子的想象思维和发散思维等

能力都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四）生活与理论相互转换运用

说到生活与理论的相互转换运用，就不仅要依靠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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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更要依靠家长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数学的起源就

是人类早期的生产活动，数学的运用又是个人和团体生产生

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教师教会孩子基础知识和理论，并把

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帮助孩子理解之后，更多的运用就是在生

活之中。因此，我们家长更应该帮助孩子去把理论和生活之

间互相转换运用。在生活和理论相互转换运用的过程中，孩

子就会有更多的理解，产生更多的兴趣，这是对孩子数学思

维的培养很关键的一步。生活中这种转换运用的例子有很多，

例如，在我们买菜需要付钱的时候，这就涉及加、减、乘、

除四则运算的应用，甚至涉及交换律应用。这个时候，家长

应该多为孩子讲解，锻炼孩子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能力，在

夯实孩子在学校所学习的数学基础知识的同时也做到了生活

与理论之间相互转换运用。

（五）注重语言能力培养，加强发挥学生的思维能力

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不仅要锻炼学生的数学思维

能力，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因为语言能力对学生

的思维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语言是学生的创造、空间、

想象、逻辑等思维能力表达的重要形式之一。语言能力和思

维能力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思维能力促进语言能力的发

展，语言能力的培养会加强发挥学生的思维能力。

三、结束语

培养小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不仅要在课堂上打好基础，

更要联系实际生活，学习与运用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数学

教学也不是说用单一的“教”和机械式的练习就可以达到目

的，教师更应该通过自己积累的经验，为学生的数学学习和

数学思维的培养打开一扇大门。同时，学生家长也要和孩子

互动起来，结合实际生活，激发孩子的潜能。课内打好基础，

生活中的教育潜移默化。要让培养小学生数学思维成为数学

教学和学习的主要内容，在老师和家长甚至是学生的共同

努力之下，使得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更好的发展，激发学生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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