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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思维”的基本涵义

朱德江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３１４０００）

摘　要：数学教育在提 高 人 的 思 维 能 力 方 面 有 着 独 特 的 作 用，

学习数学能使人们更合 乎 逻 辑、更 有 条 理、更 严 密、更 精 确、更 深 入

地思考和解决问题。可见，数学教学应把“有益的思考方式，应有的

思维习惯”放 在 教 学 的 首 位，引 领 学 生 在 数 学 学 习 中“学 会 思 维”。

在小学阶段，“学 会 思 维”应 涵 盖 以 下 几 个 基 本 特 征：有 方 法、会 表

达、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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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 知，数 学 教 育 在 提 高 人 的 思 维 能

力方面有着 独 特 的 作 用，学 习 数 学 能 使 人 们

更合乎逻辑、更有条 理、更 严 密、更 精 确、更 深

入地思 考 和 解 决 问 题。可 见，数 学 教 学 应 把

“有益的思 考 方 式，应 有 的 思 维 习 惯”放 在 教

学的首 位，引 领 学 生 在 数 学 学 习 中“学 会 思

维”。笔者以为，在 小 学 阶 段，“学 会 思 维”应

涵盖 以 下 几 个 基 本 特 征：有 方 法、会 表 达、善

质疑。

一、有方法地解决问题

波 利 亚 的“怎 样 解 题 表”中 有 许 多 思 考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策 略，如：选 择 一 种 运 算，发

现 一 个 模 式，制 作 图 表，做 一 个 有 组 织 的 列

表，画 图 与 列 表，猜 测、检 验 和 修 正，逆 向 反

推，等 等。加 拿 大 的 一 套 教 材，则 将 思 考 问

题 的 方 法 策 略 分 为１０种（如 图１）。根 据 小

学 生 的 年 龄 特 点，我 们 认 为，画 图、举 例、操

作、猜 想 与 尝 试，应 成 为 学 生 最 常 用 的

方 法。

图１

（一）画图

画图是用图形直 观 来 表 征 问 题 或 分 析 数

量关系 的 一 种 方 式，包 括 画 线 段 图、示 意 图

等。这是小学生最常用 的 一 种 思 考 方 法。要

引导学生明确画图 的 两 大 要 点：画 自 己 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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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别人 看 得 懂 的 图。比 如，对 于 问 题：“光 明

小学图书 馆 新 买 科 技 书 和 故 事 书 共５６０本，

其中科技书本数的１
４

与故事书本数的１
３

正好

相等，新 买 来 的 两 种 书 各 有 多 少 本？”图２所

示就是学生画出 的 几 幅 图———无 论 是 哪 种 形

式的 图，都 可 以 清 晰 地 看 出５６０本 相 当 于 一

共有７份，一 个 比 较 复 杂 的 分 数 问 题 也 就 比

较容易解决了。

图２

（二）举例

小学生因 为 生 活 经 历 简 单，对 于 一 些 陌

生的情境、意 义 丰 富 的 概 念 或 稍 复 杂 的 数 量

关系，会 产 生 理 解 上 的 困 难。引 导 学 生 根 据

生活经验或已有知识举 例，使 问 题“具 体 化”，

能有效地打通思维“堵点”。

比如，在“正比例”的 学 习 中，在 结 合 具 体

情境初 步 理 解“正 比 例”后，组 织 学 生 思 考：

“圆的面积 和 半 径 成 正 比 例 吗？”很 多 学 生 通

过举例（如图３），轻松地解答了问题。

图３

（三）操作

操作能 使 问 题 变 得 直 观，易 于 解 决。比

如，对 于 问 题：“小 明、小 英、小 方、小 军 四 个

人，他们的 身 高 情 况 如 图４所 示。已 知 小 方

不是最高，但他比小 明 和 小 英 高，而 小 英 不 比

小明高，请说出：这 四 个 人 分 别 是 几 号？”因 为

其中的数量 关 系 有 些 复 杂，直 接 思 考 难 度 较

大，利用学具操作可 以 化 解 难 题：制 作４张 名

字卡片，在图上试着 摆 一 摆，就 能 逐 步 找 到 问

题的答案。

图４

（四）猜想与尝试

猜想与尝试是寻 找 解 决 问 题 思 路 的 重 要

方法，许多 问 题 的 解 决 都 是 经 过 了 不 断 地 猜

想与尝试。“猜 想 与 尝 试”，主 要 帮 助 寻 找 解

决问题的思 路，就 是 根 据 问 题 猜 测 可 能 的 情

况，并把可能的情况 列 举 出 来，一 个 一 个 去 尝

试，想办 法 找 到 正 确 的 结 果。比 如，对 于“鸡

兔同 笼”问 题：“鸡 兔 同 笼，有３５个 头，９４条

腿，鸡、兔各有多少 只？”就 可 以 运 用 猜 想 与 尝

试的方法：逐一列举 所 有 可 能 的 情 况，根 据 鸡

与兔 共３５只 的 条 件，假 设 鸡 只 有１只，那 么

兔就有３４只，腿 共 有１３８条……也 可 以 先 估

计鸡与兔数 量 的 可 能 范 围，并 猜 想 一 种 可 能

性，在检验中 加 以 调 整（如 图５），以 减 少 列 举

的次数。

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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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形式、有条理地表达思考过程

语言是思维的 载 体 和 外 显 形 式。把 思 考

问题的过程 用 一 定 的 语 言 形 式 表 达 出 来，思

维会更加明 晰，对 知 识 的 理 解 和 掌 握 会 更 加

深刻。数学语言包括 文 字 语 言、符 号 语 言、图

式语言三种 形 式，教 师 要 鼓 励 学 生 用 适 合 的

数学语言来 进 行 数 学 表 达，并 实 现 不 同 语 言

形式之 间 的 沟 通 与 转 换。比 如，对 于 长 方 形

的面积计算，学 生 分 别 用 文 字 语 言（如 图６）、

符号语言（如图７）、图示 语 言（如 图８）来 表 达

自己的思考过程。

三、深层次地质疑与反思

小学生质疑与反思 的 关 键 是 形 成 质 疑 与

反思的思维习惯：解 决 问 题 时，反 思 对 问 题 的

理解是否正确，反思 对 信 息 的 解 读 是 否 完 整，

并尝试调整自己的 思 路；解 决 问 题 后，反 思 结

果是否符合 实 际，反 思 是 否 还 有 不 同 的 解 决

方法等。

【案例１】“鸡兔同笼”教学片段

（在教 学 的 第 二 环 节，组 织 学 生 自 主 用

“列举—尝试”的方法 探 索《孙 子 算 经》中

的原题“今有雉兔同笼，上 有 三 十 五 头，

图６

图７

图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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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有九十四足，问雉兔各几何”后，呈现４
个学生作品，分别如图９～图１２。）

图９ 图１０

图１１ 图１２

生　（针对 图９中 的 解 法）你 为 什 么 到２３只

鸡、１２只兔子就不往下试了，万一后面还

有答案呢？

生　（针对 图９中 的 解 法）你 为 什 么 从３０只

鸡、５只兔子开始，前面一定没有答案吗？

你怎么想的？

生　（针对 图１０中 的 解 法）你 怎 么 想 到 从１５
只鸡、２０只兔子开始？

生　（针对图１０中的解 法）你 中 间 用 了“省 略

号”，你怎么能保 证 省 略 号 这 一 段 里 面 没

有答案呢？

生　（针 对 图１１中 的 解 法）你 试 了１７只 鸡、

１８只兔子后，为什么 直 接 跳 到“２０只 鸡、

１５只兔子”了呢？

生　（针对图１２中的解法）我觉得他的方法中

有一步不 合 理，在 试 到“２５只 鸡、１０只 兔

子，计算得到９０条腿后”，因为腿已经少于

９４条了，所以要增加兔子、减少鸡了，但他

还在减少兔子、增加鸡，这一步是多余的。

【案例２】《估 计 一 版 报 纸 有 多 少 字》教 学

片段

（在学生探索“估 计 一 版 报 纸 有 多 少 字”

的活动后。）

师　通过今天的数学活动，你明白了什么？

生　我学会了用方法估计一张报纸的字数。

生　我知道了估计时不能瞎猜。

师　是的，刚 才 同 学 们 用 适 当 的 方 法 估 计 结

果，比前面“猜”的结果准确多了。

生　我学 会 了 可 以 先 估 计 一 篇 文 章 的 字 数，

再数出有几篇文章，乘一下。

生　我知道了可以先估计一小块，再估计全部。

师　“用部分估计整体”确 实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策

略，以后我们会经常用到这种策略。

生　我明白 了 在 估 计 或 做 事 情 时，要 对 自 己

有信心。

（学生掌声鼓励。）

师　说得太 好 了，做 事 情 要 对 自 己 有 信 心 是

最重要的，要相信自己是肯定有办法的。

生　我懂得 了 这 样 一 点，就 是 遇 到 困 难 时 要

多动脑筋，想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生　有时光动脑还 不 够，还 可 以 动 手 画 一 画、

动笔算一算等。

师　对，动手又动脑，才会更聪明。

数学 思 考 贯 穿 于 整 个 数 学 学 习 的 过 程

中，思维能 力 只 有 在 思 考 问 题 的 过 程 中 才 会

得到发展。“愿想问 题，会 想 问 题”，应 成 为 数

学教学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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