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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中，经常发现有的学生会做题，但

不知道如何说明为什么要这么做。鉴于这种情况，我

觉得对学生数学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在数学教学中

就显得尤为重要。现结合教学实践，谈谈如何培养小

学生的数学语言能力。

一、积极示范，起到导向作用

教师的示范作用对学生数学语言的表达意义深

远，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小学生总是先模仿，

然后才会自我总结和延伸。由此可见，教师的语言起

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它是学生发展数学语言能力的航

标。因此，教师在运用数学语言作表述时，要力求准

确、生动、合理，让学生明白如何用数学语言简炼表述

数学问题。如果学生能在课堂上听明白老师的表述，

那么必定可由“会听”转变到“会说”。

二、创造机会，引导学生表述

课堂上，教师应积极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的学习气

氛，努力为学生发言创造机会，鼓励学生用准确、完整

的数学语言表述数学问题,进而逐步提高学生的数学

语言表达能力，促进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

（一）引导学生说清解决问题的思路

解决问题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点。精练的数学

语言可以帮助学生了解题目的结构，便于分析数量关

系，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在平常的教学中我们经常

会发现有些孩子会列出式子，但不能用语言准确地表

达自己的思维过程。因此，在解决问题的教学中要重

视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培养。

以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为例，四年级下册学习了

“乘法运算定律”例1、例2后，完成第35页“做一做”的

第 2题时，我是按如下过程来培养小学生的数学语言

表达能力处理的：

题目：有5箱矿泉水，包装盒上标明每箱是24瓶，

每瓶2元，买这些矿泉水，一共要花多少元？

大多学生列的式子是：① 24×5×2 ，② 2×24×5，他

们大都能轻松说出这样列式的想法，①24×5×2是先求

出矿泉水的总瓶数，再求出总价。②2×24×5是先求出

一箱矿泉水的价钱，再求出5箱要多少元。

但也有少数学生列出了③2×5×24，这个式子在计

算时很容易完成，我在肯定了他们列式时就考虑到乘

法的简便计算后，要求他们说出为什么要这样列式，

这时候他们就支支吾吾了。为了引导学生，我在学生

中收取了 5个文具盒，并在每个文具盒中都装了 3支

同样的铅笔，并向学生说明每支铅笔单价是 2元。我

接着分别从5个文具盒中各取1支笔，放为1份，

问：这 1份铅笔是几支？买这样的 1份铅笔要花

多少元？怎样列式？

学生能说出：1份有 5支，买这样的 1份铅笔要花

（2×5）元。

然后我又分别从5个文具盒中再各取1支铅笔放

为另1份，继续追问：买这样的两份铅笔要花多少元？

这时有的学生开窍了，激动地说到：如果把从5个
文具盒中各取1支笔当作1份，买1份花（2×5）元，两份

就要花（2×5×2）元。以此类推，卖 3份要花（2×5×3）
元”。

这时再让学生看图读题，孩子们就能很快说出③
2×5×24列式的算理了：分别从 5箱矿泉水中各取 1瓶
当作1份，1份是5瓶，每箱都有24瓶，可以取出24个5
瓶，先算 1个 5瓶卖多少元，再算 24个 5瓶多少元，所

以可以列式为：2×5×24
通过这样由简到繁的训练，学生就会把整个分析

过程用一段连贯而完整的话表达出来，在教学这种类

型的数学问题时，坚持让学生口述分析过程，日积月

累学生就会思路清晰，表达流利。

（二）引导学生准确表述数学概念

数学概念是学习数学的基础，也是进行数学思维

的前提。在教学时，少说或多说一个关键性的词语，

就有可能把原意改变，给学生的学习带来麻烦、造成

培养小学生数学语言能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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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觉。如，“比的意义：两个数相除又叫两个数的比”，

如果把又字丢掉了，会给学生造成概念上的混淆，因

为“除法”是一种运算，而“比”是一种关系；再如，把梯

形说成“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这就使概念的外

延扩大了。因此，一定要让学生说出并记住梯形是

“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笔者认为，让学生结

合具体的数学内容用准确、精炼、清晰、完整的语言表

述所学内容，久而久之，既可以培养学生数学语言的

表达能力，又可以促进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

（三）引导学生准确归纳数学方法

归纳总结是开展数学教学时必不可少的环节，尤

其对于定义、公式、定理的教学更是如此。无论是思

维过程的表达，解题思路的归纳，还是教学内容的总

结，都要力求精炼，输出的信息不遗漏、不重复。如，

教学完分数乘法应用题，让学生说解题思路，应归纳

为：先确定单位“1”的量，再看问题是单位“1”的几分

之几，然后根据“一个数乘分数的意义，就是求这个数

的几分之几是多少”，列出算式，求出问题。这样的总

结简单明了，学生易于掌握。

三、善于倾听，正确评价表述

教师还要善于倾听，数学问题一般有几种不同的

表述方法，学生对数学问题的表述是否正确，需要教

师的正确评价。表述正确的，要及时给予肯定和鼓

励；表述不正确的，要及时进行修正，防止学生产生错

误的认识。实践证明：教师在听学生表达的过程中，

发现问题，及时指导，适时补充，示范表述，是提高学

生语言表达水平、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的有效方法。

四、升华提高，尝试写“数学”

课堂交流大部分时间是以语言进行，教师还可以

创设更多的机会让学生“写数学”。如引导学生对题

目提出更多不同的问题，并完整地解答这些问题。另

外，还可以让他们把学习数学的心得体会、反思和研

究结果在“数学日记”中，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写

东西要认真思考、字斟句酌，长期坚持，能让学生的数

学语言准确规范、简洁明了、逻辑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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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举办西藏班（校）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

大决策，也是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

的需要。然而，由于时间、地域、语言、习俗等关系

逐渐自然形成的局部文化体系的差异，使得内地西

藏班（校）的教育教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文化背

景所带来的影响，因此，跨文化教育研究正成为当

前广大民族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就内地

西藏班数学教学而言，如何正确把握内地西藏班学

生的数学认知结构，继而有目的有计划的组织教

学，是跨文化数学教育研究领域中不容回避并且亟

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内地西藏班学生数学认知结构的特点

数学认知结构，就是人头脑里的数学知识结

构。它是主体头脑里的数学知识按照自己理解

的深度、广度，结合自己的感觉、知觉、记忆、思

维、联想等认知特点，组合成的一个具有内部规

律和鲜明个性色彩的整体结构，是数学知识结构

在学习者头脑里的反映，是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

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在数学方面的观念系统。这

些观念可能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基本观念（言语

信息或表象信息），它是学习者通过学习一些数

学概念和数学命题之后形成的；二是数学具体方

法的观念，它是学习者在运用基本观念来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三是数学问题解决策略的观

念。

在内地西藏班多年的数学教学实践中我们发

现，藏生的数学认知结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1.基于语言环境变化导致的数学基本观念整

体不足

尽管很多数学基本概念和数学命题是由专门

基于数学认知结构特点

的内地西藏班数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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