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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如何运用数学思维提高小学语文教学有效性
徐乐玥　杨建辉

浙江省衢州学院　324000

摘　要：与数学课堂相比，小学语文课堂往往更加生动活泼，学生的学习自由度也更高，但其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远不如前

者，这是由学科的性质决定的，也因为数学课堂教学更具针对性，知识结构更加清晰，更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为了提

高语文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小学语文教师应在数学课堂中学习实用教学思维，制定教学计划，将数学思维融入实际教学

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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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语文教学存在着重视知识培养，忽视思维培

养的现状。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打破这种思维定势，教学生

学 ? 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就是以语文课程为基点，与其他学

科进行交流，加强思维训练，发展学生的思维，拓展学生的

知识，建立新的知识结构。数学思维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是

一种有益的尝试。

一、数学公式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培养语文能力和发展抽象思维能力，从来是密切相关的。

每个学生在小学经过形象思维的培养，到初中，开始接受抽

象思维训练，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属经验型。其抽象思维需

要感性经验直接支持，因此，引导他们将数学公式与语文知

识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能巩固数学公式，又能巧妙解

决一些语文难题。下面略举几例：

第一，有理数乘法法则的活用。语文学习中，学生对

“一般的双重否定句相当于一个肯定句”的概念是比较清楚

的。但如果句中出现两个以上否定词构成双重以上否定时，

其性质就不容易分辨了。例如在修改病句时，遇到这样的句

子“我们并不否认这部小说没有不足之处，例如有的情节单

调，对话也呆板，主人公的形象也不突出等。”这句话用了较

多否定词，学生读起来茫茫然。这时，如果联系运用“负负

得正，正负得负”的有理数乘法符号运用法则，能很快解决

这一难题。我们可以把一个否定词看成负数，把一个肯定词

看成正数，那么，这句话中的“不否认”两个否定相当于一

个肯定同理，“没有不足”这两个否定，也表示一个肯定。因

此，第一个句子之意便是“我们肯定这部小说很好”，这就与

下一句“例如有的情节单调，对话也呆板，主人公的形象也

不突出等”产生矛盾。究其原因，是滥用了否定词。修改时，

只要去掉其中一个否定词，变为“我们并不否认这部小说有

不足之处”或“我们并不肯定这部小说没有不足之处”则可。

以这种方法分析“否定不当”的病句十分有效。若再面对下

述病句“要善于学习，不偷懒，不苟且，就不难不取得较好

成绩”“这悲壮的故事，怎能不使我不感动得流泪呢”改正起

来不仅方便，而且正确率很高。

第二，乘法分配律的运用。语言运用中，为表达的需要，

把一个长句改为几个短句，可运用 a（b+c+d）=ab+ac+ad 的

乘法分配律。例如“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勤

劳勇敢和富于创造精神的民族。”这句子的宾语是以“民族”

为中心词的一个偏正短语，构成 a（b+c+d）的形式（中心词

“民族”为同类项，并列的三个成分“悠久文明历史”、“勤劳

勇敢”和“富于创造精神”分别为 b、c、d）。按照分配律的

思维，可以改为三个有力的短句“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

文明历史的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

精神的民族”，表达效果很好。同理，将长句“孔乙已是个受

封建文化毒害极深，甚至达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的旧知识分

子”改为短句“孔乙已是个旧知识分子，他受封建文化毒害

极深，甚至达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后，效果更佳。

第三，乘法分配律的逆运用。乘法分配律的逆运用在分

析课文时也常运用。如学习江泽民《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奋

斗业绩和基本经验》一文，课文较长，难以把握中心。若从

分析课题结构人手去把握内容，就能化繁为简。我们将课题

以的公式形式进行展示，其中，以“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为

公因式，“奋斗业绩”为，“基本经验”为，则课题可以理解

为是由“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奋斗业绩”和“中国共产党

八十年的基本经验”的结构形式提取公因式演变而来。由题

目看课文，课题提纲掣领的作用十分明确，课文的两部分内

容也就显而易见。

第四，加法交换律的运用。学习古汉语的难点之一，在

于掌握句式特点。其中定语后置和状语后置是常见句式。古

汉语的定语作为修饰语，处在名词中心词之后，状语作为修

饰语，处在动词中心词之后，与现代汉语正好相反。翻译时

若用加法交换律二的思维方式来处理，轻而易举。例如“马

之千里者”其中的“千里”，实际上是“马”的定语，按现代

汉语的说法应是“千里之马”。同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的“高”和“远”，也是“庙堂”和

“江湖”的定语，翻译时运用、“加法交换律”，把后置的定语

提到名词前，译为“高高的庙堂”和“远远的江湖”，十分便

捷。又如“战于长勺”中“于长勺”本是动词“战”的状语，

但被后置到动词后。翻译时，、同样运用“加法交换律”，把

状语还原到其本来的位置—动词之前，译为“在长勺作战”。

这样的例子在课文中比比皆是。巧妙运用数学公式解决作业

疑难，就能起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效

果，多角度的观察和思维，既锻炼了学生的思维，又提高了

学习兴趣。

二、数学推理在语文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同样一篇课文，有的学生读了不知所云，有的只记住内

容大意，有的则能融会贯通、深刻理解、恰当评价，区别就

在于阅读中能否积极思维，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将感性的

新信息联系起来，通过联想、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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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所读材料的内在联系与本质意义。而运用数学的推理去

理解课文，特别是理解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就显得尤其重

要。如课文《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中有个比喻句“一个

人从错误的梦中醒来，就会以新的智慧和力量奔向真理。”对

“醒”这个概念该怎样理解呢初中学生，当然不应简单解释

为“睡醒”的“醒”，而应联系前后文作推理、判断和理解前

文既然谈到“错误的梦”，就可推出后文的“醒”，即是在失

败、错误中觉悟、醒悟，认清失败和错误产生的主客观原因。

比理解词语更需要推论的是理解课文。如学习《谈骨气》，初

学议论文，学生对什么是论点、论据，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等知之甚少。如果引导他们用几何中推理证明的方法来分析

课文，可以明显地导出作者的思路，有助于理解课文，提高

课堂效率。推理过程如下：骨气（a）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b），（a=b）（已知）→文天祥（c）宁死

不降元表现了富贵不能淫（b=c）（已知），饿人（c）不受磋

来之食表现了贫贱不能移（b=c）（已知），闻一多（c）横眉

冷对国民党的手枪表现了威武不能屈（b=c）（已知），文天

祥、饿人、闻一多是有骨气的人（a=c）等量代换，文天祥、

饿人、闻一多（d）是中国各阶层的典型代表（c=d）（已知），

中国人是有骨气的（a=d）等量代换。这里，作者以影响深

远的孟子的话作为道理论证，用无可辨驳的文天祥、饿人、

闻一多的事实作为举例论证，文章有理有据，言简意赅，令

人信服，收到了理想的效果。推论的方法，不仅使学生从感

性上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而且从理性上认识到了议论文的逻

辑力量。这样的推理在散文中也不乏其例。如杨朔的《荔枝

蜜》，茅盾的《白杨礼赞》等，作者以物喻人，层层推进，一

气呵成，充分显示了作者思维的深邃。推理，不仅有助于学

生领悟文章的更深层次，还能培养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使

各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增强了教学的深度和广度，起到一石

三鸟的作用。

三、利用数学思维强化期末复习

期末复习强化教学任务重，对学生的记忆、理解能力和

归纳能力要求高。为了帮助学生有逻辑地总结知识，构建知

识体系，教师可以借助数学思维中的归纳思维进行复习强化

教学。归纳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经验和习惯对知识点进

行分类，并将知识点做成知识表和思维导图，从而提高复习

的效率和质量。例如，在复习生词时，教师应避免让学生通

过重复抄写来记忆，而应按照一定的规则对生词进行划分，

分类记忆，提高复习效率。例如，将学生的单词按词性分为

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制作一张表格，将生词分类，填入

表格中，分别记忆。再如制作思维导图，将所有相关知识点

根据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整理总结，从而更加直观、清晰地

了解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避免概念混淆。在这个过

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如何总结知识点，如何制作思维导图，

并及时给予帮助。

四、结语

小学语文教师应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业成绩，积极

运用数学思维，丰富和完善教学体系，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

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将数学思维融入语文基础知识教学、课

文教学、古诗词教学、写作教学和期末复习强化中，使学生

用数学思维思考，学习更有针对性，使小学语文教学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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