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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中年级学生数学 
语言表达能力培养的研究

刘　璐

贵州省铜仁市第二小学

摘　要：数学语言作为数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小学生数学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在小学数学教学活动中，教师重视

数学语言的教学，将其作为活跃学生数学思维的有效手段，帮助学生获得良好的数学感知能力，以推动学生数学学习能力的

提高，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问对核心素养背景下小学中年级学生数学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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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背景下的小学数学教学，更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因此，对于该学段的学生而言，不能进行机械的“题海战
术”。这一方面是因为小学生相对自由散漫，如果是高压的反
复练习，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则是，对小学生
来说，由于知识储备受限，学生无法在不理解的情况下顺畅
地解决所有的数学问题。基于此，指导好小学生用“说”的
形式将抽象的数学知识变成自己所能接受的问题实际，既是
思维层面上的加工，又能促进其言语表达能力。

一、模仿降低难度

在很多数学计算教学中，学生往往因为对公式识记不清或
者未理解运算的本质，导致计算出错。很多学生把这种情况归
为“粗心”，实际上这样说并不科学。计算在本质上偏向于一
种规律的呈现，即在计算的过程中，有更多内在的规律指导着
学生依次进行。而在计算之前，先引导学生模仿着说一说这些
计算的方式，无疑能让他们在参与实际的计算中避免出错。

例如，在学习《不含括号的三步混合运算》时，就可以
看出让学生模仿着“说”计算过程给本节课的数学教学带来
的实际效果。本部分教学的重点是让学生在理解三步混合运
算的运算顺序的基础上能进行正确的运算，从而解决相应的
实际问题。对于一级运算和二级运算的区分，学生相对明确，
同级的混合运算学生也说出从左往右依次运算的运算规律。
但是对于新学习的非同级混合运算，教师则要指导学生说出
具体的运算顺序，然后再进行计算。不仅如此，学生在说的
同时往往还会考虑到简便算法，即在思考如何表达的过程中
或者是在表述的过程中，都更容易发现简便算法的存在，从
而让学生在模仿后再进行其余题目的反复训练，降低计算难
度，同时提高正确率。

二、引导掌握知识

学讲计划讲求能学进去，讲出来，也就是说“说”好数
学的重要性在这种教学思想的验证下比较明显。学生有没有
学会，确实可以通过能不能说出来加以体现，而如何引导学
生“主动说”所学的内容，更是对问题掌握情况的一种直观
性了解。因此，激发学生“主动说”的情感来表达好数学就
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在学习《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的计算》时，就可
以看出学生的“主动说”对教师了解学生所学知识的实际掌
握情况的重要性。这部分教学要求学生能在用字母表示公式
解决问题的同时，熟练掌握长方形和正方形面积计算的方式，
从而初步培养学生的空间观念，勤于观察，乐于动手，发展

数学思维。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创设情境，让学生能

在“说”数学的时候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以促进学习的实际

效果，激发学习主动性。例如，当学生要计算一块长 34 分
米，宽 12 分米的黑板面积时，就可以让学生自己分析问题，
再进行解答。在题目中，这块黑板的面积其实就是长方形的

面积。这实际就将生活实际与数学问题直接建立了关联。让

学生主动说出把黑板当成一个长方形，进而用长方形的面积

公式进行计算，既考查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能力，更能

激发其兴趣，还有助于其综合素养的形成。

三、内化形成习惯

教学策略最高的形式就是形成一种常态，因此最有效的

“说”数学力一式便是让学生将其变成一种表达习惯。而衡量

学生是否获得这种能力的表现形式则要看学生有没有用“说”

表达的潜意识。为了让学生将“说”数学内化，教师也要将

引导学生“说”好数学当作一种教学常态，随时随地有目的

地引导学生来说。

例如，在学习《时分秒》的时候就可以让学生将“说”

数学当成一种习惯。为了考查学生对“说”数学的内化程度，

教师可以借助导学单设计一系列让学生能“说”好的数学问

题。如说钟面上 12 个数字的含义，钟面上各种指针所代表的
含义，时分秒之间的换算等，通过这样的提问就可以观察学

生运用语言表达“数学”的内化程度，进而完成相应的教学，

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四、结语

综上所述，数学语言表达能力的养成，需要一个长期的

积累过程。在教学中，教师应关注学生的“说”能力，学会

审时度势，抓住一切有利机会鼓励学生展不自己，引导学生

从数学的角度去表达、去交流、去说理，使学生积累丰富的

数学活动经验，让学生学会灵活运用数学语言，同时激发学

生自觉的学习愿望，充分展不自我风采，使其更具深度和广

度地参与学习思考和学习体验，更好地学好数学。因此，从

小学生做起，关注和重视学生数学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任

重而道远，我们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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