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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数学是思维的体操。学 会 思 维，是 数 学 学 科 所 应 关 注 的 核 心 素 养———关 于 数

学核心素养，不妨暂且抛离 整 体 系 统 且 面 面 俱 到 的 解 构 分 析，从 内 容 的 层 面，从 一 线 教 师 的 视

角，就“一点”进行控 析。为 什 么 要 学 会 思 维？学 会 思 维 的 涵 义 是 什 么？如 何 帮 助 学 生 学 会 思

维？……期待本期“独家策划”呈现的三篇文章有助于打开我们的“思维”。

———贲友林

在思维中学会思维
———我对数学核心素养的一个认识

贲友林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２１００１８）

摘　要：学会思维，即从自然状态的思考走向愿意思考、善于思

考，是数学学科 所 应 关 注 的 核 心 素 养。它 具 体 表 现 为 如 下 四 个 方

面：其一，能够认识并体验数学思考的基本方法，如归纳、类比、猜想

与论证等。其二，能根据已有的事实进行数学推测、论断和解释，养

成“推理有据”的习惯。其 三，理 解 他 人 的 思 考 方 式 和 推 理 过 程，并

能与他人进行沟通。其四，能 够 反 思 自 己 的 思 考 过 程，通 过 解 决 问

题活动，获得 分 析 问 题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发 展 探 索 精 神 和 创 新

意识。

关键词：核心素养　数学思维　学会思维　教学实践

　　一、从一个问题说起

我曾这样描述我 想 象 中 的 课 堂：课 堂 中，

学生 积 极 主 动，善 于 倾 听，勤 于 思 考，敢 于 质

疑，争 先 恐 后 地 举 手，自 信 大 方 地 表 达，或 补

充，或修正，或肯定，或 质 疑，充 满 主 见 又 不 失

童趣与深 刻 性 的 争 辩，一 个 个“小 精 灵”都 是

知识、思 想、方 法 的 生 产 者，是 学 习 的 主 人。

课堂生机勃勃，兴味 盎 然，教 师 和 学 生 都 能 感

受到成长的气息。南 京 大 学 哲 学 系 郑 毓 信 教

授听了我的描述，问 了 我 一 个 问 题：“贲 老 师，

你所说的是你想象中 的 课 堂，我 想 问 你，你 想

象中的数学课堂是什么样？”

当时，我 没 有 回 答 得 出 来。但 显 然 这 是

一个好问题。数学 课，和 语 文 课、英 语 课 以 及

其他学科的课，应该有不一样的地方。

毋庸置疑，每门学科的学习，都支撑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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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学 生 核 心 素 养 的 培 养。而 每 门 学 科，对

学生核心素养的培 养 又 有 其 独 特 的 作 用。数

学教学对核心素养培 养 的 作 用，不 同 于 语 文、

英语等其他学科。

谈及数 学 教 学，“思 维”是 我 们 挂 在 嘴 边

的一个常用语词。数 学 是 思 维 的 体 操。没 有

思维，就 没 有 真 正 的 数 学 学 习。学 生 通 过 数

学学习，可以发展 思 维。学 会 思 维，是 数 学 学

科所应关注的核心 素 养。正 如 郑 毓 信 教 授 所

指出的，“数 学 核 心 素 养 的 基 本 涵 义 就 在 于：

我们应当 通 过 数 学 教 学 帮 助 学 生 学 会 思 维，

并能使他们逐步学 会 想 得 更 清 晰、更 深 入、更

全面、更合理”。

二、对思维及数学思维的认识

什么是思维？我 们 是 否 说 得 清 楚？头 脑

中生成一些想法，这一过程，是否就是思维？

《现代汉语词 典》对“思 维”的 解 释 是，在

表象、概念的基础上 进 行 分 析、综 合、判 断、推

理等 认 识 活 动 的 过 程。这 是 作 为 名 词 解 释

的。如果 作 为 动 词 解 释，则 指“进 行 思 维 活

动”。《简明心理学百 科 全 书》中 指 出：思 维 是

人脑对客观事物的 间 接 的 和 概 括 的 反 映。它

是以感觉知觉和表象为 基 础 的 一 种 高 级 的 认

识过 程。客 观 事 物 直 接 作 用 于 人 的 感 觉 器

官，产生 感 觉 和 知 觉。它 们 以 感 性 形 象 反 映

事物的个别 属 性 或 个 别 事 物，使 人 把 握 各 种

现象和事物的外部 联 系。思 维 则 运 用 分 析 综

合、抽象概 括 等 各 种 智 力 操 作 对 感 觉 信 息 进

行加工，以贮存于记 忆 中 的 知 识 为 媒 介，反 映

事物的 本 质 和 内 部 联 系。这 种 反 映 以 概 念、

判断和推理 的 形 式 进 行，带 有 间 接 和 概 括 的

特性。

由此可见，人在思 维 活 动 过 程 中，要 用 到

分析、综 合、比 较、抽 象 和 概 括 等 思 维 方 法 以

及概念、判断、推理 等 思 维 形 式。在 思 维 方 法

中，分析与综合是最 基 本 的 方 法，其 他 方 法 是

在分析与综 合 的 基 础 上 派 生 出 来 的，是 分 析

与综合的继续和深 化。概 念 是 客 观 事 物 的 本

质属性 在 人 头 脑 中 的 反 映。在 思 维 形 式 中，

概念是思维 活 动 中 的 基 本 单 位，判 断 和 推 理

都是由 概 念 组 成 的，是 概 念 的 展 开 和 发 展。

掌握和运用 这 些 思 维 方 法 和 形 式 的 程 度，是

思维能力不同水平的表现。

在数学学习中，学生获取数学知识、形成

数学技能、发 展 数 学 能 力 的 思 维 活 动 是 以 对

数学知识的感性认识 为 基 础 的，经 过 分 析、综

合、比 较、抽 象 和 概 括，逐 步 达 到 对 数 学 知 识

本质和规律 的 理 性 认 识，然 后 又 运 用 判 断 和

推理等思维形式把所 学 的 数 学 知 识 应 用 于 实

际。这种从 数 学 的 角 度、从 感 性 到 理 性 的 数

学认识活动就是数学思维活动。

谈到数 学 思 维，又 想 到“数 学 思 想”这 一

在数学课程标准中 也 多 处 提 及 的 词 语。数 学

思维与数学思想既 有 联 系 又 有 区 别。数 学 思

想是人们对数学知识 内 容 和 所 使 用 的 方 法 的

本质认识，它 是 从 某 些 具 体 数 学 认 识 过 程 中

提炼和 概 括 出 来 而 后 被 反 复 证 实 的 数 学 规

律，是人们经过长期 实 践 而 形 成 的，对 数 学 具

有一般意义和相对 稳 定 特 征 的 理 性 认 识。数

学思想是在与数学知 识 相 对 立 的 意 义 上 得 到

并使用 的，既 成 性 与 稳 定 性 是 其 特 点。数 学

思维则更多 的 是 指 思 维 活 动 的 具 体 过 程，过

程性与 动 态 变 化 性 是 其 特 征。可 以 这 样 看，

数学思维和数学思想 分 别 是 与 过 程 和 结 果 大

致相对应的；也可以 这 样 看，数 学 思 维 更 多 地

作为动词，数学思想更多地作为名词。

福建师 范 大 学 李 祎 教 授 从 思 维 的 视 角，

将数学思 想 方 法 细 分 如 下：（１）观 察 与 实 验；

（２）类 比 与 猜 想；（３）归 纳 与 演 绎；（４）分 析 与

综合；（５）抽 象 与 概 括；（６）特 殊 化 与 一 般 化；

（７）比较与分类。

郑毓信教 授 指 出，小 学 最 基 本 的 一 些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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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和思想方法如下：（１）分 类 与 抽 象；（２）

类比与归 纳；（３）特 殊 化、一 般 化 与 化 归；（４）

“寓 理 于 算”与 算 法 化 思 想；（５）形 象 思 维 与

“数形结合”；（６）逆向思 维 与 逻 辑 思 维；（７）整

体化思维 与“序”的 把 握；（８）多 元 化 与“优 化

的思想”；（９）建模与数学化的思想。

我以为，李 祎 教 授 与 郑 毓 信 教 授 的 研 究

都具有指导意义。与 研 究 数 学 思 想 究 竟 包 含

哪些内容同 样 重 要 的 是，我 们 在 实 践 中 依 据

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年 龄 特 征 进 一 步 探 索 与

研究，小学生如何通 过 思 维 活 动 学 会 思 维，并

在数学思想方面达到怎样的发展水平。

三、学会思维的教学实践

学会思维，即 从 自 然 状 态 的 思 考 走 向 愿

意思考、善 于 思 考。具 体 表 现 为 如 下 四 个 方

面：其一，学生能够认 识 并 体 验 数 学 思 考 的 基

本方法，如归纳、类 比、猜 想 与 论 证 等。其 二，

学生能根据 已 有 的 事 实 进 行 数 学 推 测、论 断

和解释，养成“推理 有 据”的 习 惯。其 三，学 生

理解他人的 思 考 方 式 和 推 理 过 程，并 能 与 他

人进行 沟 通。其 四，学 生 能 够 反 思 自 己 的 思

考过程，通过解决问 题 活 动，获 得 分 析 问 题 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发展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一）交还时间，让思维沉潜

面对问题，无 论 是 教 师，还 是 学 生，都 需

要思 考。思 考，必 然 需 要 时 间。这 是 常 识。

不过，在课堂中，教师 会 还 给 学 生 思 考 的 时 间

与空 间 吗？ 如 下 场 景 倒 比 较 常 见———课 堂

中，教 师 提 出 问 题 后，倘 若 全 班 无 人 举 手，教

师表面镇定，内心 慌 张。紧 接 着，教 师 通 常 会

将问 题 分 解 成 更“小”更“简 单”的 问 题。总

之，班上的学生举手 了，教 师 悬 着 的 心 才 稍 微

放下来一些。学生 为 何 答 不 上 来，原 因 很 多，

较为常见的 是 学 生 还 在 思 考 中，还 没 有 准 备

好合适 的 说 法 来 回 答 问 题。此 刻，表 面 看 来

是一种沉默，其实，学 生 的 内 心 思 维 活 动 活 跃

着呢！

著名数学家陈省 身 指 出：“数 学 是 自 己 思

考的产 物。首 先 要 能 够 思 考 起 来，用 自 己 的

见解和 别 人 的 见 解 交 换，会 有 很 好 的 效 果。

但是，思考数学问题 需 要 很 长 时 间，我 不 知 道

中小学数学课堂是否 能 够 提 供 很 多 的 思 考 时

间。”以 往 在 数 学 教 学 中，教 师 更 注 重 的 是 学

生的“快思”，而难以接纳“慢想”。

考虑到课 堂 中 思 考 时 间 的 局 限 性，我 整

体考虑 学 生 课 内 学 习 与 课 外 学 习 之 间 的 关

系，将课堂 中 要 学 习 的 内 容 设 计 成 问 题 前 置

于课前，让 学 生 进 行 思 考 与 研 究。比 如，“三

角形的分 类”是 苏 教 版 小 学 数 学 四 年 级 下 册

的教学内容，教 材 先 引 导 学 生 根 据 角 的 特 点

对三角形进行分类，认 识 锐 角 三 角 形、直 角 三

角形和钝角三角形，再 根 据 边 的 特 点，认 识 等

腰三角形和等边三 角 形。我 在 教 学 这 部 分 内

容时，先组织学生独立 自 主 地 完 成 如 下“研 究

学习”材料：

“三角形”研究学习

１．如果将三 角 形 按 角 进 行 分 类，可 以 怎 样

分类？能用图表示吗？

２．为什么说“三 个 角 都 是 锐 角 的 三 角 形 是

锐角三角形”？而直角三角形却说“有一个角是

直角”，钝角三角形说“有一个角是钝角”？

３．如果将三 角 形 按 边 进 行 分 类，可 以 怎 样

分类？能用图表示吗？

４．关于三角形的分类

我的发现：

我的提醒：

我的疑问：

要说明的是，这份材料，让学生研究了三

角形按角分 类 与 按 边 分 类，是 后 几 节 课 的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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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学习中使用的。

对于锐角三角形、直 角 三 角 形、钝 角 三 角

形，学生通 过 顾 名 思 义 的 方 式 即 可 获 得 大 致

正确的认 识。而 我 以“分 类”为 切 入 口，设 计

了这样的问题：如果 将 三 角 形 按 角、按 边 进 行

分类，可 以 怎 样 分 类？ 能 用 图 表 示 吗？ 这 对

学生来 说，是 更 具 有 挑 战 性 的 问 题。通 过 这

样的问题，把学生带 到 学 习 任 务 中，让 学 生 展

开自己的思考，让他 们 带 着 想 法 走 进 课 堂，展

开“有准备的”课堂 学 习。学 生 在 探 讨 三 角 形

按角分类的过程中，进 一 步 认 识 锐 角 三 角 形、

直角三角形、钝角三 角 形；在 探 讨 三 角 形 按 边

分类的过程中，进一 步 认 识 等 腰 三 角 形、等 边

三角形。课 前 的 研 究 学 习，不 仅 弥 补 了 课 堂

内学生独立思考时 间 的 不 足，而 且，也 让 每 位

学生拥有了个性化思考的弹性与空间。

与以往 我 们 所 说 的“预 习”相 比，前 置 于

新课学 习 之 前 的 研 究，思 维 含 量 更 高。就 目

的来看，预习，往往是 让 学 生 对 将 学 的 新 内 容

有所了解，更多的是 接 受 现 成 的 结 论；而 前 置

性研究学习，是 以 研 究 的 方 式 展 开 对 将 学 内

容的思考，更多的是 记 录 自 己 的 想 法，写 下 自

己的疑 问。就 完 成 的 方 式 来 看，预 习 更 多 地

表现为接受 教 材 中 的 内 容；而 前 置 性 研 究 学

习，是以研究的方 式 思 考 问 题、实 践 体 验。就

结果来看，前置性研 究 学 习，是 组 织 学 生 以 研

究的方式面 对 将 学 的 内 容，而 不 是 把 教 材 中

的知识乃至结论简 单 地 移 植，也 就 是 说，它 更

多凸显思考的成分。

（二）滞后评价，让思维敞亮

学生的数 学 学 习 需 要 独 立 思 考，也 离 不

开独立思考之后与同 伴、与 老 师 的 交 流 互 动。

学生的学习，不是“一 个 人 在 战 斗”。正 如《学

记》中 所 指 出 的“独 学 而 无 友，则 孤 陋 而 寡

闻”，学生在 学 习 中 要 互 相 切 磋，彼 此 交 流 心

得和经验，促进思维增殖。

与以往教师在学 生 交 流 的 过 程 中 急 切 追

求正确想法 所 不 同 的 是，教 师 更 应 当 注 重 引

导学生坦诚 地 把 自 己 的 想 法 与 全 班 交 流，并

努力在 各 自 想 明 白 的 基 础 上 讲 清 楚。比 如，

教学《长方 形 和 正 方 形》一 课，我 出 示 这 样 一

个问题：

一个边长是９０米 的 正 方 形 菜 地，扩 大 后

边长增加了３米，这 块 菜 地 扩 大 后 的 周 长 是

多少米？

学生独立思考后汇报，我板书：

　（９０＋３）×４

＝９３×４

＝３７２（米）

马上有学生 指 出：“不 对，算 式 应 该 是９０

×４＋３。”

第一位学 生 汇 报 的 解 答 是 对 的，这 在 我

的预料 之 中。但 我 只 是 板 书，未 作 评 判。因

为教师这 时 候 一 句“对”的 肯 定，很 可 能 就 会

让其他学生的不同 想 法 不 再 敞 亮。教 师 不 言

语，学生就会“接着 说”。果 不 其 然，一 位 学 生

指出前一 位 学 生 的 算 法“不 对”，并 列 出 他 认

为是正确的实际上 是 不 正 确 的 算 式。我 没 想

到学生会这样 出 错。不 过，我 仍 旧“忍 住”不

说话。

又一位学生起立发言：算式不应有括号，

应列式：９０＋３×４。这 又 是 我 没 想 到 的 答 案。

其实，当学生说出算 式“９０＋３×４”时，我 便 意

识到学生对“扩大后边 长 增 加 了３米”的 理 解

是有困难的。在全班 不 再 有 学 生 补 充 不 同 算

法的时候，我 让 学 生 继 续 交 流 这 道 题 目 如 何

分析。

滞后评价，目 的 在 于 让 学 生 安 全 而 自 由

地表 达 自 己 的 思 考。学 生 的 想 法，不 是“蓝

本”，而是“镜 子”。在 全 班 展 示、交 流 的 过 程

中，每位学 生 都 把 他 人 的 想 法 与 自 己 的 想 法

进行对 照，在 比 较 的 过 程 中，发 现 自 己 的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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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优 化 自 己 的 想 法，建 构 自 己 的 新 的 认 识。

由此，促使他们主动思考，深入思考。

（三）适度指导，让思维跃升

放手，并 不 是 放 任 不 管。指 导，要 适 时、

适度、适 当。与 教 师 直 接 指 导 学 生 如 何 思 考

不同的策略 是，教 师 可 以 通 过 组 织 学 生 分 析

同伴的发言，让学生“兵 教 兵”，在 思 考 中 学 会

思考。

如《三角形的分类》一 课 中，就 提 出 问 题：

为什么说“三 个 角 都 是 锐 角 的 三 角 形 叫 锐 角

三角形”？而直角三角 形 却 说“有 一 个 角 是 直

角”，钝角三角形说“有 一 个 角 是 钝 角”？学 生

交流如下———

刘嘉 仪 首 先 发 言：因 为１８０°可 以 分 成３

个锐角，但不能分成３个钝角或直角。

曹德坤补 充：我 认 为 还 要 考 虑 三 角 形 的

内角和１８０°不能分成两个钝角以 及 两 个 直 角

和一个锐角。

向无邪 说：我 是 这 样 想 的。因 为 三 角 形

的三个角加起来等于１８０°。如 果 锐 角 加 锐 角

再加锐角等于１８０°，这是可 以 的；如 果 锐 角 加

锐角再加直角等于１８０°，也 是 可 以 的；如 果 锐

角加 两 个 直 角，那 就 大 于、等 于１８０°了，这 是

错的；如果锐角加锐角加 钝 角 等 于１８０°，也 是

可以 的；如 果 锐 角 加 两 个 钝 角，那 也 大 于、等

于１８０°，也是错的。

宋儒妍指出：向无 邪，你 刚 才 发 言 中 有 两

个地方说 得 不 准 确。一 个 是“锐 角 加 两 个 直

角，大于、等 于１８０°”，而 锐 角 加 两 个 直 角，一

定大于１８０°；还 有 一 个 是“锐 角 加 两 个 钝 角，

大于、等于１８０°”，应该是 锐 角 加 两 个 钝 角，也

一定大于１８０°。

王佑楠 接 着 说：我 是 这 样 想 的。一 个 三

角形，只 能 有 一 个 钝 角 或 一 个 直 角。如 果 有

两个直角，如 角１、角２都 是９０°，那 角３就 是

０°，这不 成 立；如 果 有 两 个 钝 角，如 角１、角２

都是９１°，那 角３就 是 负２°，更 不 成 立。所 以

三角形中只能有一个直角，一个钝角。

教师紧 接 着 王 佑 楠 的 发 言“介 入”：我 们

来看王佑楠 的 想 法，你 觉 得 王 佑 楠 的 想 法 有

什么特点？

王子晔说：她是举例子想的。

黄怡宁指出：王佑楠是从反面想的，在三

角 形 中，如 果 有 两 个 直 角，或 者 有 两 个 钝 角，

会怎么样，结果发现 不 可 能，所 以 三 角 形 只 能

有一个直角或一个钝角。

凌逸峰指 着 王 佑 楠 的 板 书 分 析：王 佑 楠

画了一个表格，尽管 没 有 把 表 格 线 画 出 来，但

这样看，很清楚，有条理。

教师小 结：三 位 同 学 的 分 析，非 常 精 彩！

从 王 佑 楠 的 想 法 中，我 们 看 到，思 考 问 题 时，

可以举例子想，从反 面 想，用 表 格 有 条 理 地 表

达自己的想法。

在学生敞 亮 各 自 想 法 的 过 程 中，教 师 可

以对学生 的 话 语 方 式 进 行 指 导，如“我 认 为，

你 的 想 法 是 ……”“由 你 的 想 法，我 想 到

了……”“我 觉 得 你 的 想 法 还 可 以 改 一

改……”“你 的 想 法，有 个 漏 洞……”“我 的 想

法，和 你 的 想 法 有 关 系，但 不 同 的 地 方

是……”当然，最初学 生 在 交 流 时 有 这 样 的 话

语方式，但渐渐地，学 生 就 不 受 这 些 固 定 的 话

语模式 限 制 了。指 导 话 语 方 式，其 价 值 不 仅

仅是让学生学会交流，更 有 意 义 的 是，在 这 样

的话语方式下，学生 会 形 成 互 动 的 意 识，促 使

思维 更 加 合 理、更 加 全 面。当 然，教 师 的 指

导，贯穿并渗透在日 常 课 堂 教 学 之 中，非 一 日

之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四）组织反思，让思维积淀

当学生思 考 之 后，如 何 让 学 生 积 累 思 维

经验呢？ 及 时 反 思，是 非 常 重 要 的。有 学 者

通过对专家 与 新 手 的 学 习 过 程、学 习 方 式 的

对比研究发现，专家 的 一 个 特 点 是 能 够 监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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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自己的理解过程，不 断 学 习 适 应 性 知 识。

也就是说，专家的学 习 具 有 自 我 调 节 的 特 征。

自我调节，指学习者 系 统 地 引 导 自 己 的 思 维、

情感和行为，使 他 们 指 向 目 标 实 现 的 一 种 过

程。诸如“元 认 知”“自 我 观 察”“自 我 判 断”

“自我监 控”“自 我 评 价”等，都 是 包 含 在 自 我

调节中的认知行为。

因此，在课堂小结 环 节，要 引 导 学 生 关 注

自己 在 学 什 么、怎 么 学 的、学 得 如 何，以 及 学

习过程 中 思 考 了 哪 些 问 题、如 何 思 考 的。如

《平行四边 形 的 面 积》一 课，回 顾 全 课 学 习 内

容，梳 理 的 问 题，不 仅 有 公 式 是 什 么，还 有 公

式是怎样推 导 来 的，并 进 一 步 思 考 为 什 么 把

平行四边 形 转 化 成 长 方 形；《三 角 形 内 角 和》

一课，引导学生想一 想，为 什 么 要 分 别 把 锐 角

三 角 形、直 角 三 角 形、钝 角 三 角 形 进 行 操 作，

来发现内角和是１８０°？又如 在 解 决 问 题 的 教

学中，要引导学生针 对 所 解 决 的 问 题 本 身、解

决问题的过程、解决 问 题 的 结 果 进 行 反 思：解

决的是什么问题？是 如 何 解 决 问 题 的？是 怎

样收集 信 息、处 理 信 息 的？ 为 什 么 这 样 加 工

信息？分析时从哪 里 入 手 的？解 决 问 题 的 思

路为什 么 是 这 样？ 为 什 么 这 样 算？ 我 这 样

做，对吗？ 我 为 什 么 这 样 做？ 以 后 可 以 怎 样

做？解决 问 题 的 策 略 是 什 么？ 通 过 上 述 问

题，学生更 自 觉 地 认 识 自 己 的 思 维 方 法 与 过

程、学 习 路 径 与 进 程，从 而 有 效 地 调 节、控 制

自己的学习，积累思维活动的经验。

小学生的 数 学 学 习 有 这 样 一 个 特 点，那

就是喜欢“勇往直前”，不 太 愿 意“回 头 看 路”。

事实上，学 生“走 走 停 停”，“回 头 看 看”，这 对

他们积累思 维 活 动 经 验，形 成 自 我 调 节 的 意

识与能力都是非常必要与重要的。

四、结语

布鲁 纳 曾 经 指 出：“我 们 教 师 的 目 的 在

于：我们应当尽 可 能 使 学 生 牢 固 地 掌 握 学 科

内容。我 们 还 应 当 尽 可 能 使 学 生 成 为 自 主

而自动的思 想 家。这 样 的 学 生，当 他 们 在 正

式学 校 教 育 结 束 之 后，将 会 独 立 地 向 前 迈

进。”在 思 维 中 学 会 思 维，比 思 维 本 身 更 具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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