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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数学思辨课堂中培养学生善学能力
高建华

（香河县刘宋镇大田小学，河北 廊坊 065400）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进，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积极打造思辨课堂已经成为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改革方向。在此背景下，如何

培养学生的善学能力是每一位数学教师都亟待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小学数学教学为论点，就思辨课堂中培养学生善学能力的有

效路径做了详细分析，以期能够给广大教师提供一些新的教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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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学能力，顾名思义指的是一种善于学习的能力，再进一步讲，

就是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的发散思维、递进思维以及转化思维

总和。在数学教学中，为了进一步保证教学实效，构建思辨能力

课堂，我们有必要将目光放在善学能力教育之上，切实做好教学

设计、教学模式的革新工作，让学生能够在获得思辨、思维能力

发展的同时，自身的数学素养也能得到有效培养。

一、依托信息手段，激发善学兴趣

对于小学生来说，兴趣好比是他们学习的不竭动力，这为我

们的数学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启示，即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一

定要本着趣味教学这一思路来落实好善学能力培养工作，从而以

趣为引来保证教学实效，构建思辨课堂。而就当前的小学生关注

点和兴趣点而言，他们对于信息化手段是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所以，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也可将多媒体、微课以及网络等手段引入到

数学讲堂，让学生获得数学以及善学兴趣的激发，从而使他们的

学习效果更上层楼。

例如，在讲授“小数加减法”时，我们可以依托多媒体之便

营造一个“购买玩具”的数学情境。具体来说，首先，我们可依

托多媒体手段展示一幅“玩具店”的货架图片。这个货架上的玩

具商品琳琅满目，有玩具小火车、熊猫玩偶以及皮球等等，他们

都标记着各自的价格（小数形式）。然后，我们可以和学生协商

演一场“购买玩具”的情景剧。其间，我们扮演“顾客”，随机

抽选学生当选“售货员”，然后，我们可以向学生提出一些购买

问题，如“买 1 个玩具小火车和 2 个皮球需要多少钱？”“我有

20 元钱，买 2 个熊猫玩偶和 2 个玩具小火车够不够？”等。在此

基础上，我们让“售货员”快速计算并说出答案，如果答错了其

他同学可以及时纠正。通过此举来打造一个趣味化的思辨课堂，

让学生以一种愉快的心态去思考、去实践，从而进一步提高教学

效果，推动善学能力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引入小组合作，发展善学思维

小学阶段，由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各有不同，所以

他们在数学学习中的效果也参差不齐，这也给我们构建思辨课堂

带来了一定影响。对此，我们可以从教学方式的优化着手，将小

组合作引入到数学讲堂，让学生能够在集体之力的推动下获得数

学思维的发展和数学思路的启发。

例如，在讲授“小数除法”的知识点时，我们首先可以在把

握学生数学基础、兴趣爱好的基础上，本着异组同质的教育思路，

在班内划分出多个 4-6 人并且内部优差生比例趋于均衡的小组，

以此来为小组合作的落实奠定框架基础，实现相互带动和整体提

升的教育目标。接着，我们可以依托教学内容设计一些组别任务。

这些任务一方面可以是一些问题探讨和思考性质的任务，如“除

数为整数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小数除法当中怎么

去确定小数点的位置？”等，也可以是一些小数除法计算题或者

应用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指引各组成员通力合作，一同思考、

探讨和计算获得最终答案。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

应当做好教学巡视工作，一来维护好课堂秩序，确保学生不会出

现违纪或者滥竽充数的现象，二来为学生提供及时的点拨和指引，

如某小组不知道怎么解答应用题时，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引

导，以此来保证好该模式的教学效果。最后，我们可以指引各组

依次阐述答案或结论，同时让他们介绍一下自己获得结果的努力

过程，结合其中的一些闪光点和不足点进行有效的总结。这样一来，

便可以让学生在一种相互探讨、共同努力的氛围中，获得更多数

学思维与思路启发，同时为他们善学思维、实践探究以及处理问

题等能力的发展提供良好助力。

三、开展游戏教学，培养善学意识

对于广大小学生来说，游戏是他们都比较喜欢的活动。将游

戏渗入到数学课堂当中，不但能够提高数学课堂的趣味性、互动

效果以及有效性，激发学生善学意识，而且还与他们的学习以及

成长规律相契合，对于他们思维品质、数学素养的发展也有着良

好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教学实践中，为了落实好善学能力的培

养目标，我们也要积极将各种游戏引入到数学讲堂，让学生在寓

学于乐当中获得更多发展和收获。

例如，在讲授“分数加法”的知识点时，我们可以将“计算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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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到课堂中来。一方面可以依托多媒体手段展示一些分数加法

题，指引学生快速计算并给出答案，让他们比一比谁及计算的准、

计算得快，以此来激发他们的课堂参与意识；另一方面也可设计

一些难度递增的“闯关竞赛题”，如期初可以为学生出一些数字

式的分数加法题，然后可以出一些这方面的应用题，最后可出一

些小数与分数转化形式的应用题，让学生能够在竞赛闯关当中不

断激发出更多的思维火花，为他们善学意识的发展奠基。又如，

在讲授“长方体与正方体”时，我们首先可以在课堂中引入一个“手

工制作”的游戏环节，让学生利用纸箱、剪刀以及胶布等工具制

作一个简易的长方体，在此基础上，让他们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这样在讲授具体的长方体特点时。便能够使他们更加便捷和深刻

地体会到相关知识点的内涵精髓，对于其善学意识的培养是极为

有利的。

四、牵线生活实际，挖掘善学潜能

数学源自生活又服务于生活。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将生活事例、

生活问题引入到数学课堂，不但是发展学生思维品质的有力途径，

而且也是激发他们知识运用意识，提高其善学能力的有力法宝。

因此，我们也要积极围绕教学内容，做好生活元素的渗透工作，

从而让学生能够在生活元素的助力下，不断挖掘自身的善学潜能，

获得数学思维以及数学素养的协同化发展。

例如，在“小数加减法”的教学中，我们可依托生活中的事

例或问题来为学生创设一种生活形式的数学情境，使他们能够获

得更多思考与启发。如可以结合常见的“花朵生长”问题来创设

相关情境：小明养了一株菊花，在它被中下的时候，高度是1.2厘米，

在经过一周的生长之后，这株菊花长高了 2.3 厘米，问这株菊花

现在有多高？如果其生长速度不变的话，3周后会长到多高？然后，

我们可以指引学生通过算一算、画一画的方式去计算最终结果。

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但能够简化学生的学习难度，激发他们的学

习热情，而且还能为他们数学认知的深化、数学能力的发展以及

数学素养的培养奠基，这对于思辨课堂的构建是极为有利的。又

如在讲授“相似图形”的知识点时，有很多问题是树影长度或者

太阳位置变化人影长度的变化。这时，我们一方面可以带领学生

走到课堂外，在真实的环境下去讲解具体地相似图形问题；另一

方面也可拉上窗帘，以手电筒模拟太阳光来照射出影子，带领学

生一同思考和探究其中奥妙，这样既能增添课堂乐趣，又能深化

学生的认知，还能激发他们的思考和善学潜能，可谓是一举多得。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只将目光放在课程教学方面，还可积极将

生活化教学思想与数学作业练习进行融合，以此来创新作业练习

的形式，为学生数学素养的发展保驾护航。例如，在讲授完“复

式统计表”时，我们可以指引学生将班内学生作为数据调查和统

计对象，展开“最喜欢的运动”“生日月份”等方面的数据统计，

在此基础上，制作相应的复式统计表。通过此举来搭建一个学生

生活实践和数学教学之间的桥梁，让学生能够在思考与实践的过

程中，获得更多善学思维启发，为他们善学能力的提升以及数学

属于的发展铺路搭桥。

五、优化教评体系，丰富善学思路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学评价作为重要一环，是教学效果的

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该环节能够让我们更加精准地把握到学生

在学习能力、学习问题方面的实情，进而采取有效的教育改进手

段来保证教学效果；另一方面，该环节能够帮助我们有效渗透自

身的教育理念与思想，从而引导学生获得思维与能力的发展。但是，

结合现实情况来看，在以往的教学中，数学教评大多围绕成绩来

展开，同时学生缺乏评价的机会，这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善学能力、

思维品质的发展的。所以，为了打造思辨式的数学讲堂，发展学

生善学能力，我们有必要对数学教学体系进行革新。

具体来说，首先，我们可以在重视学生成绩方面考评的基础

上，将课堂表现、善学能力、自学意识以及创新能力等引入到教

学评价标准当中，通过全面化的教评标准来助力学生数学思维以

及素养的发展。其次，我们应当在师评的基础上，积极将学生自身、

小组以及家庭等引入到数学评价中来，在此基础上，开发出自评、

组评以及家评等多种教评形式，通过这些多样化的教评形式来丰

富性学生的善学思路。例如，我们在课堂中可以广泛引导学生展

开互相之间、小组之间的点评，营造一种广抒己见、积极向上的

课堂氛围，助力他们找到更多学习方法，获得更多思路启发。再者，

我们也要在数学教评活动中，积极落实好赏识性的评价，尤其是

对于那些数学能力不强或者成绩不佳的学生，我们一定不要严厉

批评他们，而是要懂得化“食指”为“拇指”，多从他们的闪光点、

优秀之处出发，通过正面的表扬来激发他们的善学意识，在此基

础上，结合有效的课后辅导和教学，让学生能够逐步找到一条适

合于自身的数学学习之路，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善学能力的培

养目标。

总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落实好善学能力教育工作不但是打

造思辨课堂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推进核心素养教育的本质要求。

对此，我们应当正视善学能力的教育意义，不断运用新的教学思

路和方法去打造一个创新化、趣味化和高效化的数学思辨讲堂，

从而在保证教学有效性的同时，为学生善学能力的提升和数学素

养的发展做好奠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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