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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阅读教学实践研究

◎王丽慧 顾杨艳 王墨荣 ( 天津市南开区实验学校，天津 300384)

【摘要】学生进行数学活动、思考数学问题的过程，就是
感知、理解、分析、选择和整合这些学习材料的过程．《义务
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强调: 注重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其中
包括数学阅读能力、数学应用能力和数学探究能力．苏联数
学教育家斯托利亚尔说:“数学教学也就是数学语言的教
学．”只有教会学生数学阅读的能力，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解
决数学问题．但现实中的数学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的
数学阅读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因此，为了更好地提高教学质
量，本文对小学的数学阅读教学对策实践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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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数学阅读的现状
当前小学数学阅读让人忧虑，包括很多家长、教师在内

对数学阅读的重视度不高，学生缺乏自主阅读数学材料的
能力及动力，没有形成良好的阅读数学读物的习惯等，这些
问题的存在阻碍了小学生数学阅读能力的提升，这对于小
学数学教学效果提升十分不利．

(一)对数学阅读的重视度不高
从学校到家长都缺乏对学生数学阅读重要性的正确认

识．对于学校，教师只是每天教授学生枯燥而抽象的计算与
推理，一些教师对于数学阅读的导向性也不了解，只注重课
后习题的练习，忽视了对教材内容的教学与趣味数学的延
伸拓展;学校的阅览室也缺乏相应的数学读物，多是一些历
史人文性的书籍，这也减少了学生数学阅读的途径，极不利
于学生阅读习惯的养成． 对于家长，不了解数学阅读，无法
给孩子进行阅读指导． 总之，由于缺乏对数学阅读的重视，
一些学生无法很好地理解题意，甚至读不懂题，导致整体教
学进程缓慢．

(二)缺乏自主阅读数学材料的能力及动力
小学生正处于认字阶段，理解力比较薄弱，因此，在阅

读过程中，阅读重点、提取信息的能力欠缺，而且现阶段的
小学数学教材以及习题集并没有标注拼音，致使一、二年级
的小学生读数学题时基本是家长和教师代替，过于高的依
赖性，使学生的自主阅读能力很弱． 而对数学阅读的忽视，
也使学生缺乏阅读的动力．

(三)没有形成良好的阅读数学读物的习惯
在期中考试后的家长会中，通过与家长、与学生的交

流，我们发现学生的数学课外读物基本没有．我们也调查了
一些小学，了解到学生会阅读一些世界名著及教师指定的
书籍，但对数学读物则知之甚少，多数学生认为做题占用时
间多，课余时间没有阅读数学读物的习惯．

二、小学数学阅读教学的研究对策
实现小学数学阅读教学，必须要重视数学教材阅读及

课外延伸阅读、培养学生阅读数学读物的兴趣、提高学生的
自主数学阅读能力，只有如此才能够更好地锻炼学生的阅
读能力和理解能力，提升他们对于数学的感悟和认知，以此
来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更好地促进他们学
习和进步．下面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深入分析．

(一)重视数学教材阅读及课外延伸阅读
数学教材是教学之本，培养数学阅读能力首先要从把

握教材重点开始．恰当的课前预习、课中阅读、课后阅读，将
可以使学生将学到的数学知识运用于生活实践中． 课前预
习可以提高学生自主阅读、获取新知的能力，增强教学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课中阅读将结合学生的阅读、思考、讨论、练
习的能力，使学生在阅读中记忆数学的基本公式、法则等，
在讨论思考中提升学习兴趣．课后阅读可以在班群里向学
生推荐一些如《阿拉伯数字的来历》《数学符号的产生》《趣
味数学》《数学万花筒》等数学读物，并定期出数学板报，或
举办数学知识竞赛、数学趣味比赛，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
趣，营造良好的数学阅读氛围．

(二)培养学生阅读数学读物的兴趣
兴趣是需要培养的，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教师在选择数学材料时可以根据教材内容进行延伸，并在
课堂上引入一些数学小故事，以及生活中学生们买东西付
钱等类似的案例，使学生们感受数学在生活中的运用． 例
如，在学习“数学的加减法运算”时，可以询问学生是否买过
东西，在买文具时，如果你买了 1 只 2 元的铅笔，而你付给
店家 5 元钱，那么你还剩余多少钱． 通过创设情境进行提
问，可以便于学生理解，从而有阅读学习的动力;在学习“图
形的认识”时，可以准备一些常见的东西，像直尺、三角板、
球、鸡蛋等，让学生们观察这些图形，并向学生提问雪花、地
球、金字塔等的形状，引导学生在课后主动查阅资料进行阅
读，使学生渐渐对数学书籍产生兴趣．

(三)提高学生的自主数学阅读能力
课堂的教学时间是有限的，只有将课后的时间合理运

用起来，才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因此，在课后教师应提
前安排好数学教材的预习及复习，鼓励学生自己阅读领会
并在课堂上积极提问．同时，教师也可以向学生介绍一些好
的阅读习惯及阅读方法，使学生养成做笔记、画重点的习
惯，以便提高学生的审题、思考能力．

三、结 语
大家对数学的印象大多是不断地做数学题，通过数学

题的讲解与练习来巩固数学知识，若数学教学一味以解决
数学问题为主，枯燥而乏味的课堂氛围将浇灭学生的学习
兴趣及动力．兴趣是学习最好的教师，通过阅读一些浅显易
懂的数学读物，可以由浅入深地使学生掌握一些数学奥秘．
但现实教学中的数学阅读现状表明，数学教学并没有达到
数学课程标准所要求的目标，只是做到了传道解惑，并没有
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这就需要我们重视数学阅读教学，真
正提高数学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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