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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性原则

注 重 基 础 知 识 的 掌 握 ， 数 学 思 维 的 培 养 离 不 开 扎

实的基础知识。学生需要熟练掌握数学的基本概念、公

式、定理等，这是进行更高级思维活动的前提。数学思

维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逐步深入、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

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和 难 度 ， 确 保 学 生 能 够 逐 步 构 建 起 完 整 的 数 学 思 维 体

系。

（二）启发性原则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应

通过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和贴近学生生活的实例，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引导他们主动思考、积极探

索。以问题为导向，设计具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问题，

引导学生通过思考、讨论、实践等方式解决问题，培养

他们的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

（三）互动性原则

注重师生互动，教师应积极与学生进行互动，关注

学生的学习状态和需求，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确

保教学过程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鼓励学生合作学习，通

过小组合作学习等方式，鼓励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让他们在相互启发和碰撞中拓展思维、提升能力。

（四）实践性原则

强化实践操作，数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

师应注重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培养，通过实验操作、模

型制作等方式让学生亲身体验数学知识的形成过程和应

用价值。将数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

感受到数学的实用性和趣味性，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

应用意识。

（五）系统性原则

数 学 思 维 能 力 的 培 养 需 要 构 建 一 个 完 整 的 思 维 体

系，教师应从整体上把握数学学科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规

律，引导学生逐步构建起自己的数学思维框架。在数学

教学中注重思维方法的传授和训练，如逻辑推理、归纳

演绎、分类比较等方法都是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重

要工具。

小学数学思维培养教学方法

小 学 数 学 是 在 解 决 简 单 的 数 学 问 题 过 程 中 学 习

数 学 、 发 展 数 学 、 实 现 数 学 课 程 目 标 。 关 于 “ 教 ” 和

“学”的关系，叶圣陶说：“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

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陶行知也说：“教的法子

要根据学的法子。”所以，“教”是服务于“学”的，

“教”是手段，“学”是目的，是焦点。“教”几分？

“学”几分？“以学定教”怎样落实在课堂中？

对于书本知识的学习就是基本功，而对于基础知识

的延伸、拓展内容是孩子们学习比较费力，老师比较头

疼的，对于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要在培养数学思维的基

础上注意教学方法。

（一）化“难”为“易”，从简单到复杂的学习方法

教材中有这样一道思维拓展题“按照2颗白珠3颗蓝

珠的方式穿珠子，从左往右数，第18颗是什么颜色？”

看到题目后很多孩子都跃跃欲试，纷纷举手想介绍自己

的想法。

有的说：“老师可以按照规律一颗一颗画出来，就

可以知道是什么颜色的了”；还有的说：“可以按照规

律只画出一组，在每个珠子上面反复标数字，标到18时

是什么颜色，第18颗珠子就是什么颜色的。”第二种方

法与前一种方法对比，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只画一组珠

子就可以啦？学生们片刻沉思后，很多孩子都能脱口而

出：“因为每一组都一样，所以只用画一组！”

小学生的思维是直观形象为主，眼见为实。“除了

画、标的方法还可以怎样？”老师随即在第一种图的基

础上，五个五个一圈……立刻有学生回答：“因为五个

珠子是一组，所以五个五个一圈，三组是三五十五个珠

子，第四组的第3个珠子就是第18个珠子，它的颜色和第

一组的第3个珠子是一样的，是蓝色的。”图形展示清晰

易懂，大家都很明白，“第18颗珠子是第四组的第三颗

与第一组的第三颗颜色是一样的！”

如果把这个过程用数学语言记录，不停增加珠子的

个数，增加画图展示的难度，比如问第25颗，第34颗珠

子的颜色。经过几次的调整、梳理、小结，在老师的引

导下，总结出了该题型的解决思路：找规律；画出一组

规律，标余数；列除法算式，根据余数判断结果。

一道数学书上的思维题从引入、理解题意、寻找方

法、方法择优、形成思路再到模型出炉，是学生们思维

的发生发展过程；思维被拉伸、思维被压缩、思维被提

升。磨刀不误砍柴工！给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让学生

真正参与学习当中；给学生思维的空间和时间，让学生

思维充分活动。从简单的问题着手，从直观形象开始，

层层深入，不知不觉中，向抽象复杂的问题迈进。自然

而然的，问题解决了，能力提升了，思维发展了。问题

被解决，成就感油然而生，数学学习兴趣在成功的数学

体验中被点燃。

（二）化“新”为“旧”，转化的学习方法

有人曾这样说过：问题是数学的心脏，方法是数学

的行为，思想是数学的灵魂。最有用的不仅仅是数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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