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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学数学如何从“思考数学”走向“数学思考” 

张云峰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朝阳实验小学 

【摘要】在学生的任何一个阶段，学习数学的目的都应当在于数学的思考方法和处理方法的掌握，从

而解决生活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本文笔者结合实际教学经验，对小学教学中的“思考数学”和“数学思

考”进行相关分析，从而论述“数学思考”的具体目标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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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any stage of the students,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mathematics should be to master 
mathematical thinking methods and processing methods, so as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existing in lif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bines the actual teaching experience, carries on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to the primary 
school teaching "thinking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s thinking", thus discusses the "mathematics thinking" the 
concrete goal and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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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思考数学”是一种单纯的指向教学活动本

身、特有的思维水平，也是一些人需要学习或者研

究更多的数学而产生的思维活动。“数学思考”则是

指向学生与数学相关的那些一般的思维水平方面的

发展。教师要认识“思考数学”和“数学思考”这两种

思考方式，就需要先明确什么是数学。在《小学教

育学》中，对数学的定义为：“数学是来自现实世界

的科学的抽象，所以它反映现实世界是深刻而又完

整的。”数学这门学科的设立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解

决关于数量的问题，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加之目前

教育部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因此，数学教学并不

是为了解答更多的数学题，其目的是掌握数学的思

考方法和处理方法，从而解决生活中所存在的种种

实际问题。 
1 关于“思考数学”和“数学思考”的内涵 
“思考数学”是专一的，是纯粹指向教学活动本

身的，特有的思维水平，也是一些人需要学习或者

研究更多的数学时所产生的思维活动。对于他们而

言，能否进行或者如何去进行思考数学就显得尤为

重要。而“数学思考”则是普遍的，所指的是向学生

和数学相关那些一般的思维水平方面的发展。在《标

准》中定义：“在面临各种问题情境，能够从数学的

角度去思考问题，能够从中发现所存在的数学现象，

并运用数学的知识与方法去解决问题。”从中我们可

以看出，这是我国大部分受教育者在生活中真正需

要面对的。 
我们可以理解为小学数学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为

让学生们称为数学家，而是学会数学思考，这才是

数学学科的终极目标。“思考数学”是有局限性的，

最终会走向生活、走向社会。教师需要从研究纯粹

的数学现象出发，在研究多种教学的、非数学的现

象与问题的过程中升华到“数学思考”。 
2 走向“数学思考”的实现途径 
数学思考的具体化目标包括：抽象思维和形象

思维能力、统计观念、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的意识。

对于所有未来公民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

这部分也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目标，以下对“思考

数学”走向“数学思考”途径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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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给予学生学习的主动权 
教师需要深刻的意识到，在课堂学习中，学生

是课堂的真正主人。只有赋予学生主人翁意识，学

生才能拥有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达到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教学目标。然而，在传统

的小学数学课堂中，大多数小学数学教师是课堂的

领导者，这导致大多数小学生在被动接受知识的过

程中学习，这对小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有很大

的负面影响。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应该把课堂学习

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从而树立学生的课堂主人翁意

识，促进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 
在教学中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首先，

教师需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只是教室里学生学

习方向的向导。当学生在学习方向上遇到问题或偏

差时，教师需要会给予相应的帮助和纠正。教师不

应该强迫学生接受太多的知识。通过让学生自主学

习、自主探索，可以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促进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达到最佳

的教学效果。这种教学方法能使学生提高学习积极

性和学习效率，非常有利于学生学习和接受知识。

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应注意尊重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保证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导地位，从而达到培养学生

独立思考能力的教学目标。 
2.2 引导学生抓住思维的起始点 
数学的知识是环环相扣的，并只是按照发生-发

展-延伸的自然规律构成每个单元的知识体系。学生

获得知识思维过程也是如此，这就是思维的开端。 
例如，在进行分数应用题教学时，出示该题目：

“男生有 30 人，女生是男生的 4/5….”学生在这两个

条件刺激下，结合自己的知识经验，联想到女生有

多少人？一共有多少人？男生比女生多多少人？等

一些隐含的条件，这些隐含的条件往往会成为后继

的分析建立新的显性条件。 
再则，从不同角度联想同一问题的不同解法，

例题：“班级一次植树活动中，一共种植了 120 棵松

树和柏树，柏树的棵树势松树棵树的 1/4，松树和柏

树各有多少棵？”通过读题，学生们会明白本题的关

键词在于对“柏树棵树是松树的 1/4”的处理，就教师

教学此题来说，不能就题论题，需要抓住一个契机，

有力渗透学生对数学问题的思考，比如对学生进行

提问：“读这句话，你能联想到什么？”学生甲：“把

松树棵树看作单位 1，柏树棵树为 1/4”，这是分数

解题法；学生乙：“松树 4 份，柏树 1 份”这是份数

解题法；学生丙：“将松树设为 x 棵，那么柏树为 1/4x
棵”，这是方程解法。不同的角度的思考往往会得到

不同的解法，从而培养多角度思考数学问题的能力。 
2.3 建立符号感，发展抽象思维 
第一，明确什么是数学的符号感，数学的符号

感就是能从具体情境中抽象出数量关系和变化规律，

并且用符号来表示，充分理解符号所代表的数量关

系和变化规律，然后对符号进行转化，选择适当的

程序和方法解决符号所表示的问题。 
第二，通过具体的情境和事例使学生在现实背

景中感受与体验，从而把握数感和符号感。可以通

过具体的情境和事例让学生在现实背景中感受与体

验，从而把握数学符号的意义。比如，在小学数学

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意识的联系学生身边具体、有趣

的事物，尽可能在实际问题情境中帮助学生建立数

学符号感。教师需要给每个学生提供一个机会，经

历从具体事物到学生个性化符号表示到学会用数学

到表示的整个过程，从中积累经验。 
第三，需要经历由易到难、有简到繁的过程。

教师需要根据小学生的教学目标和特点，有阶段性

的进行培养。在低年级段，需要以具体的感知与体

验为主，数也不需要过于繁琐。高年级段，则需要

在学生感受的基础上理解和分析有关问题，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培养学生的数感和符号感觉。 
2.4 建立空间概念，发展学生形象思维 
第一，需要重视起学生经验，重视生活原型，

在生活中培养小学生空间概念。对于学生而言，在

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潜藏着非常多的空间知识，这

也是他们理解和发展空间观念的宝贵资源，培养学

生的空间观念应当重视并利用其这些资源，通过学

生们的切身感受与体验，实现事物和图形的相互转

化。 
比如，在《混合运算》这一课教学时，需要模

拟学生们在玩游戏时的场景，让学生们对于总人数、

参加人数和未参加人数进行混合运算，因为贴合实

际，学生们可以发散思维，通过独立思考获得答案，

从而培养学生们的独立思考能力。 
第二，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空间

观念。对于学生而言，“灌输”式的传授并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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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提供充实的感知材料，

组织充分的感知活动，从而让学生形成一个正确的

表象，再通过进一步观察、模拟、操作、描述、讨

论等多种途径去体验活动，从而使得表象得到抽象

和概括，最终形成空间观念。在整个数学教学活动

中，教师也需要重视集体的力量，通过合作交流、

共同探讨等方式，让学生们主动去吸取别人的经验，

了解他人的思维，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空间概念和空间想象是学生理解数学知识、掌

握计算公式、提高解题能力不可忽视的素质。新课

程标准要求学生培养初步的空间概念。这些知识不

仅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几何知识，而且要求学生具

有清晰的空间概念。那么，这个空间概念是如何产

生的，又是如何被挖掘出来的呢？在我看来，我们

首先应该有数学基础和初步的几何概念。但这种能

力最初是通过“猜测”实现的。事实上，猜想也是一

种思维活动，是有针对性的猜测和判断。从学生的

学习过程来看，猜测应该是学生有效学习的良好准

备。它包括新知识的准备、积极的动机和良好的情

绪。培养学生的猜想意识，引导学生做出积极的猜

想，是学生挖掘新知识、重新创新的良好开端。要

学习直观几何，我们必须采用学生们喜爱的“看、折、

剪、拼、摆、测、画”等实践活动，使他们能够通过

个人触摸、观察、测量、绘画和实验，协调使用视

觉、听觉、触觉和运动感官，从而有力地促进心理

活动的内化，从而掌握图形的特征，形成空间的概

念。这些实践活动应贯穿于几何基础知识的教学之

中。 
在学习求积公式时，学生必须通过自己的实验

逐步推出。这样学生才能真正了解公式的由来，促

进空间思维的形成。观察与实验不仅是小学几何知

识的基本教学方法，而且对低、中、高年级的学生

也有不同的要求。例如，为了指导小学生作图时，

低年级学生可以将点连接成线，在正方形纸上画线

段和直角；中年级学生应该在方格纸上画长方形和

正方形；要求小学高年级学生用直尺和三角板直接

画垂直线、平行线、矩形和正方形。以此方式，要

求逐步提高，学生们的能力也得到了与之相应的培

养。 
2.5 采取分组式教学，加强学生之间的探讨交

流 

分组式教学也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有效

措施之一。通过小组教学，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可以

进行讨论和交流。讨论与交流的过程就是培养学生

独立思考能力的过程，因为学生在讨论与交流的过

程中总是不断思考问题，保持思维的活跃。这一过

程有效地锻炼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最终实现了

小学数学教师的教学目标。 
在教学中，本人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合理的

将学生分成小组。每个小组将有 1-2 名学习能力强

的学生，他们可以引导其他学生交流、讨论和解决

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其次，作者将合理划分群体的

数量。为了使小组成员能够在不发出噪音的情况下

参与讨论和交流，有必要将小组的数量限制在合理

的范围内。本人要求每个小组的成员应为 4-6 人，

这样可以有效地帮助小学生进行有效的讨论，培养

小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可以

将分组式教学作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有效途

径，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和成长。 
2.6 发展合情合理推理能力 
所谓学习数学的推理能力，是伴随着学生逻辑

思维水平的发展而逐步实现的，学生可通过推理作

出合理的判断与选择，也能够在与他人交流过程中

清楚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重视知识的应用，在教学活动中发展学

生的思维能力与表达能力。教师需要给学生们提供

一个探索、交流的空间，应用数学知识去解决实际

问题，支持学生开展合情合理的推理。然后组织、

引导学生经历“观察、实验、猜想、证明等教学活动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充分培养学生们的推理

能力。 
第二，注意层次性和差异性，教师需要注意不

同学段有着不同的层次，呈现了由低到高、由浅到

深的变化过程，培养学生的演绎推理能力需要注意

差异性，教师需要观察学生们的个体差异，让学生

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一定的发展。 
2.7 设计有价值的练习题，促进学生思维能力

的提高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同学习计算方法一样，需

要通过大量的练习。因此，教师需要注重起小学数

学练习题的设计。回顾我们小学数学的课本，虽然

安排了一定数量的有助于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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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是不一定都能满足教学的需要，由于每个班

级情况不同，课本中的练习题也难以做到完全适应

各种情况的需要。因此，在教学时，需要根据班级

里具体的情况和培养目标，因材施教，根据实际情

况设计一些练习题，通过不断练习，学生的思维能

力会逐步得到提高。 
3 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小学数学教学模式对知识

的讲解给予了过多的重视，反而忽视了对学生创新

精神、自主学习能力和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培养。

现如今，培养小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不仅仅是教育部

门的要求，也是对小学生今后学习成长打下良好的

基础，因此，需要小学教师们对其加以重视，根据

学生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导学法，从而更好的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对数学学习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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