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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教学实践中,小学生数学语言能力弱的学生看不懂由文

字语言叙述的题目 , 不能把由文字语言表达的题意用图形语言及

符号语言正确地表示出来 , 学生只会死记硬背文字表达的概念、定

理、法则 , 而不能将其符号化 , 不 能把自然语言形式转化为 符号语

言或数学表示形式。所以 , 加强小学生数学语言的教学具有很强的

现实意义。

1.加强小学生数学语言交流教学训练

1.1 读数学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 , 要重视引导小学生读数学( 读概念、定律、

法则、题目要求等 ) , 要 让 学 生 通 过 朗 读 时 语 气 的 选 择 、语 速 的 变

更、语调的起伏、语音的高低等 , 加深对文字意思的理解、内化。例

如 , 教学“周长”的概念 :“围成一个图形的所有边长的总和 , 叫做

这个图形的周长。”让学生各自初读 , 再以小组形式进行品读 , 学生

在阅读的过程中抓住“围成”“所有”“总和”等关键词语。读数学

同样有助于小学生数学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 , 强化学生对一些运

算法则的记忆和运用。例如 , 45 与 39 的和 , 除以 45 与 39 的差 , 商

是多少?先要求学生将题目读三遍 , 再引导学生朗读“45 与 39 的和

是被除数”,“45 与 39 的 差 是 除 数 ”, 然 后 列 出(45+39)÷(45- 39)

的算式。数学是一门逻辑严密的学科 , 教学中要精心设计 , 体现数

学语言的严密美。例 1: 某工程队要修一段长 50 千米的公路 , 已修

5 天 , 每天修 4 千米 , 剩下的平均每天修 5 千米 , 修好这段公路还要

多少天? 例 2: 工程队要修一段长 50 千米的公路 , 已修 5 天 , 每天修

4 千米 , 剩下的平均每天修 5 千米 , 修好这段公路要多少天? 首先让

学生读题目 , 找出两道题的异同。学生们惊讶地发现 : 由第 1 题变

为第 2 题就是在问题中减少了一个“还”字 , 第 2 题的解答却要多

出一步: 用已修天数 + 还要修的天数 = 修好这段路要多少天。通过

这样的设计、练习 , 让学生感到 , 做数学题一定要仔细地读题。

1.2 说数学

鼓励小学生使用数学语言进 行提问、反驳、论证等多种活 动 ,

使小学生能清楚地向同学、教师表达自己的数学想法。在教学过程

中充分利用教材里的插图及 教具、学具等实物 , 进行看物 说话、看

图说意、看式说题的视说训练。例如 : 在教学“角的认识”后 , 我问

学生“通过这堂课的 学习 , 你有什么收获? ”同学们 经过分析、概

括 , 以儿歌的形式大声地说 :“我的名字叫做角 , 我有顶点也有边 ,

一个顶点两条边 , 大家叫我角、角、角。”在学应用题时 , 我不仅要求

学生把题做出来 , 还要他们能把思考过程、解题思路说出来。例如:

“学校文艺小组有 24 人 , 体育小组比文艺小组多 8 人。文艺小组和

体育小组一共有多少人? ”学生解答后 , 要求他们说出解题思路。学

生在交流解题思路的过程中 , 不仅开阔了思路 , 培养了发散思维能

力 , 而且体味到数学语言的条理性所表现出来的流畅美。

1.3 写数学

在数学学习过程中 , 要求学生把自己学习数学的心得体会、反

思 , 以数学日记的形式用文字表达出来。比如:学习了长方形、正方

形、平行四边形后我让学生以表格形式写出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

点。为使学生真正理解概念,有时需从不同角度揭示概念的本质属

性。比如:通过做题 , 我让写生以日记形式写下了 , 最简分数可说成

分子分母是互质数的分数, 也可说成分子分母只有公约数 1 的分

数 ; 等边三 角形除了用“三条边都相等 的三角形定义外 ,还可以用

三个角都相等,三个角都等于 60 度,顶角是 60 度的等腰三角形”表

述方式来揭示它的本质属性 , 使学生从不同的侧面来理解概念。

2.重视数学语言之间的转换训练

2.1 数学语言与普通语言转换

学生在成长过程中 , 已积累起丰富的“日常语言”。这些“日常

语言”往往与具体的生活情境相关联 , 是从学生的感知出 发的 , 便

于学生接受和理解 , 是学生学习数学语言的基础。例如苏教版一年

级《分类》一课的教学 , 在学习分类概念之前 , 学生已经在生活中体

验了分类概念:“分类就是把同样的东西放在一起”。所以 , 我在教

学这一课时 , 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 : 水果类、蔬菜类、家用电

器类、文具类的实物图片。将这些图片混合在一起 , 要求学生小组

合作 , 动手摆放这些实物图片。交流汇报时 , 学生用“日常语言”进

行描述。随后我再进行小结 , 揭示概念 : 同学们把同一类物品放在

一起的方法就是“分类”。在拥有一定“日常语言”的基础上 , 在教

师的引导帮助下 , 学生对数学语言有了很好的感知。

2.2 符号语言与文字语言互译

例如 , 教材从一年级开始用“□”或“( ) ”代替变量 X , 让

学生在其中填数。如 5 + □< 1 2 、1 0 - □> 3 等。这些题目是

要求学生在“□”中填进一个合适的数 , 但教师应明白 , 若把“□”

换成“x ”, 则上述题目就变成了不等式 , 变元“x ”就有确定的取

值范围 , 教师应当领会教 材的意图 , 了解符号“□”在这 里起的 作

用 , 把握其中渗透的符号变元这 一思想 , 从而引导学生思考 、讨论

“□”内最大能填几? 最小能填几? 最多能填几个? 这种思考能使学

生初步了解变元思想。在学习用字母表示数后 , 让学生解决这样的

一个问题: 7 个连续自然数的和是 574, 这 7 个连续自然数分别是多

少?解决时 , 如果用 a 表示 7 个连续自然数的中间数 , 那么这 7 个连

续自然数分别为: a- 3、a- 2、a- 1、a、a+1、a+2、a+3。很显然 , 这样能

够很快地解答题目 , 提高了学生的解题能力 , 初步渗透了方程思想 ,

体现了文字语言转化成符号语言。

2.3 文字语言与图形语言转换

数学是研究数量关系及空间形式的科学 , 而图形语言是数学思

想和方法得以实现的载体。因此 , 教学中往往要把文字语言与图形

语言转换 , 从表格、图形等所表示的变量之间的关系中获取所需信

息。例如: 国庆节到了 , 花圃给学校送来 200 盆花 , 其中黄花比红花

多 30 盆。黄花和红花各有多少盆?

从图上容易看出黄花的盆数与红花的盆数的和与差是多少 , 这

样就可以利用和差问题的规律来解题。黄花的盆数:( 200+ 30) ÷

2=115( 盆) ; 红花的盆数:( 200- 30) ÷2=85( 盆) 。

通过文字语言与图形语言 , 使学生认识到把文字语言转化成图

形语言的优越性 , 使学生明白在求解应用题时 , 首先把题目中已知

量和未知量用示意图表示出来、然后寻求已知量和未知量之间的关

系 , 进而列出算式 , 求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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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 根据题意 , 先画图 :

黄花:

红花:

? 盆
多 30 盆 共 200 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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