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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数学核心素养概括来讲就是学生为了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需求而形成的必要品质和生存能力，其中包含了小

学数学教学中用到的所有数学方法和思维方式，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提高数学成绩，也是学生后续的学习

和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因此论文结合笔者实践教学经验，从教学设计、教学过程、教学练习这三个方面浅谈对数学核心素养

的培养策略。

Abstract: A nutshell is the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core literacy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lifelong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social needs and form the necessary quality and ability to survive, which contains all the math used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methods and ways of thinking,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ore of mathematics accomplishment can not only help 

students improve math scores, and bring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ollow-up. Therefore, based on 

the author’s practical teaching experienc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training strategies for the core literacy of mathematics from three 

aspects: teaching design, teaching process, and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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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学阶段的学生在身心发展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

在发展心理学中也曾提到，小学阶段正是学生由具象思维转

向抽象思维的重要阶段，而小学阶段的学生也较为缺乏自主

思考能力，因此其在思维方面更多是对教师思维的思维，这

就导致学生极易陷入思维的固化模式。

2 影响小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因素
2.1 学生的固化思维严重

当前中国小学数学教学在计算能力的练习上，教师更多

以题海战术为主，所谓题海战术，就是通过对大量具有重复

解题思路的题目进行练习，以期望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这

种练习方式虽然能够提高学生的计算速度，但是长时间对重

复题型和思路的练习也会导致学生在思维上陷入僵化，限制

了学生在创新能力和思维敏捷性方面的发展，最终也会对学

生在核心素养的发展上带来消极影响。

2.2 学生缺乏正确的学习态度
小学生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因此在自律性和纪律性方面

较差，在对小学生的数学学习情况的调查中也发现，很多学

生在计算中出现的错误，并非在计算法则的运用方面出现偏

差，很多情况下都是学生看错数字或者标点符号，还有学生

在抄写题目时抄错行所致，甚至有些学生在解题时没有看

清题目要求，导致求出的结果与题目要求的结果驴唇不对马

嘴，这些错误的频繁出现不仅是学生在学习能力较差，也是

学生缺乏正确学习态度的原因，再加上小学阶段的学生在情

绪管理方面的表现较差，在困难题目时看到一些题干较长或

者步骤较多的题目，也会产生厌烦甚至畏惧的心理，在这种

心理下，学生自然也难以形成出较好的学科素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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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小学数学教学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意义
3.1 能够提高学生的课堂注意力

小学阶段的学生在认知能力和自制能力上的发展具有较

大的局限性，在发展心理学中也曾指出，处于小学阶段的个

体对于事物难以维持长期的注意力，其有限的自制力难以确

保学生从主观上维持注意力集中，这也是影响教学质量的最

大因素。尤其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学作为一门在抽象性和

逻辑性上较强的学科，该学科在知识点上对学生没有较大的

吸引力，因此，教师如果仅仅依靠简单的口头讲解，势必难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在没有学习兴趣的加持下，学习质

量自然就难以得到提升。而游戏教学法通过把游戏活动应用

在课堂上，在贯彻寓教于乐的教学理念的同时，也借助游戏

活动的开展为课堂教学注入了更多活力，使得数学教学更具

有趣味性，以此也能有效提高学生对课堂的注意力，从而提

高教学质量。

3.2 能够帮助学生理解知识点
通过研读小学阶段的数学教材内容我们不难发现，教材

中很多知识点都源自于生活，并且最终也要运用到生活中

去，在小学数学课程标准中也曾指出，数学教学不仅要提高

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深度，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对数学知识

的实践应用能力，因此教学不能仅仅侧重于对概念的理解，

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应用能力也同样是小学数学的重要

教学目标。然而在传统数学教学中，单一的教学模式使得课

堂更多陷入模板化的困境，不仅会逐渐降低学生对课堂教学

的参与兴趣，模板化的教学模式还会促使学生形成固化思

维，从而对学生创新意识和探究意识的培养带来负面影响。

而游戏教学法在数学课堂中的运用，通过为学生创设游戏情

境，学生的主体性在课堂中得以体现，并且游戏活动的推进

也依赖于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游戏活动的开展为学生

在理论知识上的应用提供了更多机会，有效提高学生在课堂

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帮助学生在对数学知识的学习中能

够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知识点 [2]。

4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小学生核心素养的
方法
4.1 注重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

小学阶段由于学生发展情况的限制，虽然这时期学生普

遍拥有较高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但是没有相关的学习经历导

致学生没有经验可以遵循，因此这时期的学生通常在学习思

路和思考方向上都以教师为模板，而这一现象的最大缺点也

是学生思维方式的刻板化，对于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极为不

利。因此教师要明确认识到学生这时期的发展特点，注重对

学生的引导和启发，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来引导

学生对问题进行主动思考和探究，由于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

引导和规范作用也得以实现，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也得到了贯彻。例如在学习小数的除法时，教师要避免给学

生提供现成的解题思路，要注重引导学生主动根据整数的除

法法则来推测小数的除法法则，引导学生通过比较小数和整

数的区别发现小数只是比整数多了一个小数点，那能不能把

小数点去除后再进行计算呢？去除小数点后得出的结果要

再怎么处理才能和正确答案相符呢？以此通过学生对教学

内容的主动探索来培养学生对问题的主动思考能力，帮助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4.2 结合生活实际提升学生的数感
前文提到小学阶段的学生由于年龄较小、生活经验有限，

导致其对数字的感知程度有限，数学知识大多来源于生活，

并且最终也要回归到生活中去，因此利用生活实际来帮助学

生建立对数感的认识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在实际操作中教师

可以加强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合作，在校内校外开展同步的培

养活动，以实现对学生数感培养的贯彻。例如在教学中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以自身家庭情况为例进行统计，比如统计自己

家里的人口数量，自己家到学校的距离等，这方面的教学在

校园内完成后教师还可以联系家长，让家长在家中也对学生

进行类似的教学锻炼，以帮助学生巩固对数感的认识。要实

现这一点就要求教师和家长之间做好沟通，给家长普及数感

对于学生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小学阶段这一数学素养

的培养必要性，并带领家长认识数感的培养方式，提高在未

来的日常生活中家长对数感培养的重视程度。例如，在家长

带领学生进行日常购物时，家长可以随时注意引导学生对所

购得的物品进行计量，又或者在出行时在看到距某某地还有

若干千米的指示牌时，提醒学生注意观察和实际感受。在家

校联合对学生进行数感的模式下，加强了学生在生活情境中

对数字的敏感性，也能促进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举一反三实现

对数感的拓展运用。同时在校园中教师在进行教学时，也要

注意引导学生对身边事物的观察来培养学生的数感，比如先

后丈量椅子的长度和教室门的高度，通过对差异巨大的事物

进行对比来促进学生对不同计量单位之间差距的立体感受，

另外还可以通过对橡皮、铅笔、文具盒等不同物品的手动称

量来锻炼学生的数感，也能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知识都是从生

活实际中得来，所谓的大数学家无一例外都是对生活更加细

致的观察者，继而提升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和对生活细节

的观察能力。

4.3 创建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数学思想
创建教学情景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教学方式，教师可

以结合每堂课知识点的特点，以学生熟悉的生活实例作为教

学情景，为学生营造其熟悉的学习环境，例如在对除法的相

关计算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举例为在小明的生日派对上，

小明为来参加派对的 5 名同学准备了 15 个礼物，但是要如

何保证每个同学分到的礼物数量是相同的呢？让我们来思

考一下。随后引导学生以铅笔或橡皮等身边可操作的物品代

替题目中的礼物，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思考，在经过实践操作

后，学生总结出如果每次分一个礼物，要分三次才能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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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每个人有三个礼物；而每次分两个，在第一轮分完后还

剩五个，这时每个分一个，刚好也是每人总共三个；而最后

一种方法则是每人分三个，这时一轮就能分完，最终每人仍

然是三个。在学生思考分配方式的过程中，就是对算理的理

解过程，这时教师再引入除法法则的相关知识，学生学习起

来就会如鱼得水，计算能力也会随之提升。小学阶段作为学

生生涯的初始阶段，这时期学生的思维发展和学习能力都十

分有限，因此科学的教学不应该把重点放在对理论知识点的

传授上，而是对学科思想和学习价值的渗透，尤其对于数学

教学而言，其知识点背后所蕴含的数学思想和数学精神远比

知识点本身重要，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尤其要注重对知识点背

后隐藏的数学思想和价值观的挖掘。然而教师也要认识到，

数学思想往往蕴含在知识点形成和发展以及应用的过程中，

其并非以直观的知识点形式呈现，因此教师要在基础知识的

教学中注重对数学思想的分析和提炼。比如小学中高年级的

教学中，在练习板块往往会增设思考题，这里的思考题并非

考查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而是锻炼学生对知识的灵活

运用能力以及在思维上的变式，而我在实践教学中常常将每

节课的最后一段时间都留给学生对思考题进行探索，之所以

这样做是确保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紧接着锻炼

综合运用能力，避免学习板块之间的分割降低学生的思维效

率，在这一阶段中我还积极引导学生掌握思维导图等数学方

法，并鼓励学生在课后对每节课上所学的知识点自行绘制思

维导图，以此在巩固课堂知识点的同时也在学生心中树立了

数学思想，拓展了学生的数学思维。

4.4 加强学生小组之间的交流合作
小学阶段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对其将来的成长和发

展也会带来巨大影响，同时团队合作式的学习除了能锻炼学

生的团队意识还能实现学生之间彼此的学习和良好习惯的模

仿，能够有效实现学生间良好学习方法的传播，因此在课堂

教学中教师还可以多多利用小组合作模式的学习，通过把课

堂时间更多的交给学生小组的模式来增加课堂的开放性，让

学生通过团队合作来实现对问题的自主探索，同时学生之间

的观点交流也能实现创新意识的培养，极大提高了学生思维

的开阔性。教师可以就近原则为基础根据学生成绩来平均的

分配小组成员，保证小组中成绩由高到低的学生数量均匀分

布，继而在抛出问题后压缩自身的教学时间，将更多的时间

交给学生进行自主探索，从而达到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目标。

4.5 教学设计要凸显数学核心素养
数学教学的本质就是对数学思维的锻炼，在当前中国小

学数学课程标准中也曾强调，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要注重对学

生求知欲望的激发，以求知欲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从而活

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而我们身为数学教师，首先要做的就

是在教学设计上精心安排思维训练类的题目，以促进学生在

数学思维方面的展开。比如在对数学方程的相关知识进行教

学时，这类知识点作为小学数学教学的重难点，历来都是最

令学生和教师头疼的地方，而在方程教学中，最基础也是最

关键的就是培养学生对未知数或数量关系的表达方法，对此

我将生活常识引入课堂，引导学生思考同一省份不同城市的

车辆在车牌字母代号上的差别，并鼓励学生将自己所了解的

城市字母代号写在黑板上，随后我对学生提供的所有生活素

材进行整理并将字母代号与城市名进行正确匹配，这时我向

学生抛出引导问题“这里的 ABCD 等符号是什么呀？”同

学们纷纷回答道“是字母！”我又说道“那么同学们还知不

知道生活中有哪些用字母表示的案例呢？”这时学生的思维

逐渐活跃起来，我借此机会又引导学生对字母表示的案例进

行拓展，使得学生认识到字母不仅可以表示数量还可以表示

数量关系，而学生在充分的思考和探索中也丰富了对知识点

的认识，对数学思想的感悟更加深刻 [3]。

5 结语
综上所述，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并非短期内就能达成的，

而是在长久地积累和练习中逐渐获得，我们在重视数学核心

素养教学价值的同时，也要明确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需要不

断的实践和优化，因此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要加强对学生反馈

情况的收集，始终秉持着探索者的姿态，为打造小学数学高

效课堂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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