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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版《数学新课标》中强调数学核心素养的构成之一是用数学的思维思

考现实世界。数学思维就是数学的思考方式和方法，学生通过数学课堂学习，学

会这些思考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再用学到的本领思考现实世界中一切符合

学生已知逻辑规则的事物。但小学低年级学生刚刚接触数学，学习数学困难，还

没有适应从具体到抽象的跨越。教师就需要使用一些策略，让他们爱上思考，游

刃有余地在抽象和现实之间穿梭，学会一些基本的解决问题办法。 

一、培养低年级数学思维的重要性 

1.使复杂问题简单化 

数学的目的是让事情简单化，就说明事情一开始是复杂的。郑乐隽博士在《数

学思维》中曾形象地解释抽象就是把不需要的东西收起来。通过抽象，找出解决

问题的关键信息，剔除了问题中冗余的信息，让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比如在学

习加法时，小亚买了 4朵红花，小巧买了 5朵黄花，他们一共买了几朵花？在分

析问题时，忽略买花这件事情，因为与解题无关。花也可以替换成苹果、桔子、

文具……分析方法和解答方法是不变的。通过训练，学生会慢慢学会忽略微小的

细节，找到共性的部分，使用相同的方法来解决同一类数学问题以达到使复杂问

题简化的目的。 

2.使思维变得有序化 

低年级学生的思维非常活跃，对一切充满疑问和好奇，什么都想问为什么？

但是他们的知识储备少，没有经过训练，思维往往是发散的，无序的。那么通过

数学学习，让杂乱无章的思维变得简单有序。同样是观察一副图片，没有经过训

练时，学生们会说东说西，但经过训练后学生在数学课会收集数学信息，提出数

学问题。 

3.使一些现实问题模型化 

低年级学生在数学的学习中，教师会带领他们不断地抽象出一些简化的结构，

形成一些基础的模型，这些基础的模型就是数学思考中最简单直接的原始元素，

通过原始基础的模型逐渐向外延展，或者向内扩充，使学生的思维结构越来越丰

富。如：一年级时一道应用题：小胖有 30块糖，吃了 24块，还剩几块？二年级



时变成：小胖有 30 块糖，一天吃 8 块，吃了 3 天还剩几块？两题符合同一个数

量关系：总数-吃掉的数量=剩下的数量，只不过第二题还要考虑吃掉的数量=一

天吃的数量✖天数，二年级的数量关系就是一年级的数量关系的向内扩充。数学

模型化之后，数学让数学变得容易。 

二、小学低年级数学课堂现状 

目前在课堂上以及对知识的掌握情况的检测中，更多地是关注知识的掌握的

结果如何。教师为了让学生取得良好的检测效果，不得已反复操练，过分地关注

了学习的结果，忽略了理解得出结果的过程。这让低幼学生觉得无趣，枯燥，找

不到乐趣，变得讨厌数学，对学习数学不是有利的。还有部分教师对培养学生质

疑问难的精神缺乏重视，学生显有提出有质量的数学问题，学生学习相对被动，

教师为学生创造主动思考的情境不多，数学思维不活跃。 

郑乐隽博士在《数学思维》还提到这样一种误区部分教师把数学作为一套学

生应该相信的事实和必须遵循的法则在教授。学生并不理解公式、概念等的真正

含义，没有追本溯源，没有通过实践、推导等方法理解算理和算法。相信和规则

之间那个重要的过渡环节被忽略了。 

三、小学低年级数学思维培养策略 

（一）激发兴趣，让学生喜欢数学 

    1.创设真实情境 

抽象是理解数学的关键，抽象也是数学看起来远离实际生活的原因所在，低

年级学生刚刚学习数学，创设贴近他们生活的真实情境，让他们觉得数学不那么

困难。在真实的情境中，不会被陌生的信息干扰，学生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问

题上，也易于剔除与问题无关的信息，能够快速地抽象出解决问题的思维框架。

就会对数学越来越有兴趣，学习上也会越来越有信心。如：在乘法引入部分，教

材创设了生动有趣的情境——游乐场，学生在游乐场中很快发现了数量相同的重

复行为或者雷同的情节，很容易地抽象出几个几相加的数学问题。通过熟悉有趣

的情境，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思维的活跃度。 

2. 设计游戏 

小学低年级学生特别喜欢活动和游戏。皮亚杰认为，儿童是一个主动的存在，

只有在需求和兴趣的支配下，会把学习的效能发挥到最大。小学低年级学生注意



力时间短，容易分心，通过背儿歌、编题目、对口令等游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也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如：在一年级学生学习添加加法时，我们可以让学

生撘成小汽车，哒哒小汽车开起来，到站了，有人上车了这样的例子来理解加法。

二年级学习乘法口诀时，大家可以通过对口令的游戏记背口诀，增加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关注学生的思考过程。 

如果在学数学的过程中学生们总是得出错误的解答，而找不出错出在哪里，

那么数学这门学科很可能会让他们失去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在数学教学中，教师

很重要的就是理解低幼学生的思维方式，并且指出他们思考过程中的逻辑错误出

在哪里，让他们真正地理解数学。 

1.设置表达支架，教会学生思考 

小学低年级学生在数学的学习中需要从现实的示例中抽象出问题的本质与

核心，数学抽象活动让低龄的孩子无从下手，我们就要教会学生找到思维的起点，

理顺思维的框架。在低年级的教学中，通过师生互动，教师帮助学生提炼各种表

达支架，教会学生从何思考，如何思

考。最常用的一类是语式表达支架，

如在乘法意义的学习时，教师提炼出

有（ ）份，每份有（ ）个，是（ ）

个（ ）这样的支架。学生就能够按

照支架来分析乘法问题解答乘法问

题。还有非语式支架图形、图表等。如：在一年级学习立体图形特征时，教材中

设置了如上图表，通过图表，学生能够清晰有序地思考，更能清楚地对比各个立

体图形的特征。无论是语式支架还是图表支架他们能够帮助学生更快地找到问题

的突破口和表达的逻辑，支架的内化就变成解决一类问题的思维框架。 

2. 通过动手实践、图示，帮助理解 

数学思维能力强调对数学概念和原理的深入理解，仅仅掌握计算方法是不够

的，我们需要理解数学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在教学时，教师要关注学生是如何思

考的，如何理解算理和概念？教师可以通过追问、图示、摆摆拼拼等多种活动启

发低幼学生思考，积极探索。如在一年级学习数的分与和时，可以通过摆小棒来



理解数的分与合。在学习 20 以内加减法时，通过位值点图理解加减的算理。无

论是摆小棒还是图示都是从直观上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数学思维过程。 

（三）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1.培养学生质疑问难 

亚里士多德说过思维自疑问和惊奇开始，小学低年级学生学习数学要从培养

他们的兴趣和好奇心开始，允许他们充分地质疑，提出为什么？在不断地问为什

么的过程，最终理解问题。看上去填鸭式更简单，更高效，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如果把课堂比作一个舞台，舞台的主角是学生，而不是教师一人唱独角戏。

把话筒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发言提问，比如低年级孩子们我们可以通过奖励他

们问，一开始或许问题质量较低，但通过教师的点评指导，孩子们就会越来越会

提出有质量的问题。他们的疑问和惊奇会得到充分的释放，数学思维得到充分的

培养。如：在听课时或者时解答题目时，鼓励学生不懂就问。鼓励学生有不同的

观点，不同的方法。鼓励对问题的猜想。 

2.培养学生检验的习惯 

数学的批判精神，从检验开始。低年级学生自我为中心，他们会用自己的思

维方式来解决数学问题，得出结论，但他们不愿意回到问题中进行检验，判断结

论是否正确，教师需要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如何检验结论。如验算加法

是否正确，可以交换加数的位置再算，验算减法是否正确，可以计算减数加差是

否等于被减数，应用题的验算可以回到题目当中去检验。长此以往，学生就会养

成检验的习惯，思维就会变得越来越缜密。 

综上所述，小学低年级数学思维的培养至关重要，关乎他们是否喜欢数学，

是否能够爱上数学这门学科。教师可以通过激发兴趣，关注思维过程，培养批判

精神等策略。让他们能够顺利地完成数学学习开端，喜欢思考，学会基本的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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