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数学教学理论认为：“数学教学是数学思维活动 

的教学，数学学习本身就是数学思维活动的过程以及对 

这个过程的分析。’擞 学教学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使学生学 

会解题，学会数学地思考，发展思维。在教学中，教师要从 

儿童思维发展的规律出发，引导学生在问题解决中通过 

联想、讨论、反思、总结，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 

一

、引导联想，培养思维的灵巧性 

联想是一种自觉的、有 目的的想像，是由当前感知或 

思考的事物想起有关的另一事物，或由此再想起其他事 

物的心理活动。它能唤起学生对已有知识的回忆，沟通知 

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开阔思路。教学中，引导学生展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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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能扩大学生感知领域，通过新 1日知识 I司的联系，促使 

学生发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丰富学生的认识， 

激发学生的思维兴趣，发展学生的思维。如教学比的应用 

时，给出条件让学生先展开联想后再解决相关的问题，很 

明显，学生解题的办法多了，解题的思路也拓宽了。 

根据“桃树与李树的比是5：6”学生想到： 

1．桃树占5份，李树占6份 

2．桃树是李树的詈 

3．李树是桃树的导 

4．桃树比李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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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树比桃树多 5 

毛．桃树占两种树总数的 

7．李树占两种树总数的音 
8．桃树与两种树总数的比是5：1 1 

通过联想，把比与分数等有关知识沟通起来，开阔了 

学生的思路。学生的联想越丰富，思路就越宽阔，解题方 

法也就越新颖、多样，思维的流畅性和灵活性都得到了培 

养。 

二、引发认知冲突，培养思维的深刻性 

问题是数学的心脏，思维是数学的体操。要使学生的 

思维积极活动起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学生置身于问 

题之中。当有了问题和需要解决问题时，思维才能活动起 

来，思维能力才可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由于 

学生学习的过程是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 

在学习中，学生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不仅反映了学习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思维的活跃与创 

造潜能的萌发。教学中，教师要用“再创造”的眼光设计教 

学活动，让学生像数学家那样大胆探索，经历、体验数学 

知识的“再创造”的过程，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主 

动探索获取知识，培养思维能力。 

教学百分率时，根据所任教班级学生的实际，我设计 

以下两道练习题。练习1：小杰上午做了10道题，对9道：下 

午又做了l0道题，错1道。求小杰这一天做题的正确率。 

生1：10—1=9(题)9+9=18(题)18+(10+10)xlO0％：90％ 

生2：10—9=1(题)1+1=2(题)10+10=20(题) 

2+20x100％=10％1—10％=90％ 

生3：上午：9+10xi00％=90％下午：(10—1)+lOxlO0％： 

90％ 

(90％+90％)÷2=90％ 

当前两种解法得到认同后，我又将巡视中发现的生3 

的做法抛给学生，大家都认为也可以。为了把学生的思维 

引向深入，让他们自由、快乐地邀游于数学思维的海洋 

我这么一问，一个同学发现问题了，他说：“要在总数相 

套 同”这点我加以肯定，而没有对其所说的“对的也相同的 
情况下”这一说法做出评价 (其实只要总数相同就可以 理 

了)。大多学生只满足于自己的正确解法而不深入地思考 论 

其他同学的想法，在此由于担心时间不够，我也没有调动 

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就这样一带而过，到底为什么‘总数要 

相同’在学生的头脑中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对此我深 

感后悔，在后面的练习中我所担心的又出现了⋯⋯ 

练习2：某试验小组做发芽试验，第一次用100粒种 

子，发芽99粒：第二次又拿1粒试验，结果也发芽了，问这 

两次试验的发芽率是多少? 

学生不假思索地说“99％”，有的学生说：“第一次发 

芽率是99％，第二次只用1粒试验，可以忽略不计。”于是 

我又问：“是吗?是99％吗?”我的反问让孩子们迟疑了，这 

时有的学生开始动笔计算。我问身边的学生，“算出来了 

吗?”学生信心满满地说：不用算，口算都知道99．5％。“噢， 

怎么口算?说说”，我问道。于是学生就说：“第一次99％， 

第二次100％，(99％+10o％)÷2=99．5％。听了他的回答，我 

立即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99％+10o％)÷2=99．5％，并 

在旁边打了个非常大的“?”。此时学生置身于问题之中， 

思维开始活跃起来了。有的学生犹豫了，说：“老师，第一 

次是99％，第二次是100％，它们的分母不都是100吗，都是 

占100的百分之几，为什么不能相加?”说完，其他同学附 

和道：“就是啊，不都是100吗?’’我故作惊讶道：“是啊，他 

们说得很有道理噢!”学生的思维处于悱愤状态，我在学 

生和问题之间架起了桥梁：“同学们请大家冷静地想一 

想，它们的总数一样吗?”(也就是它们的单位“1”一样 

吗?)经我这么一说，有的同学说：“当然不对了，假如桔子 

是梨的30％，梨是苹果的30％，这里都是30％，但它们的单 

位”1“不同。第一个30％的单位“1，，是梨，而第二个30％的 

单位“1”是苹果。这里的30％是表示两个数之间的关系。 

“这个同学说完，他们开始动摇了。接着我又举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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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子是梨的号，梨是苹果的吉。大家认为它们的单位“1” 

不同，但把 和吉通分以后都变成分母是1oo的分数， 

4。％ { 瑚％。擀 一 ⋯  

论 相同了吗?通过这两道习题的练习，使学生进一步明确： 

研 百分数是一种分母为100的特殊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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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拨动学生的心弦，针对 

三、开展问题讨论，培养思维的严谨性 

学，主三在理解、应用数学知识和方法的过程中，常因各 

种原因犯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教学中，组织学生开展问 

题讨论，为学生尝试错误提供时间和空间，并通过反思错 

误的原L夭J，加深对知识、方法的理解与掌握，提高对错误 

的认识，使其适时地对自己的认知结构进行调整，能有效 

地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同时也培养了思维的批判 

性和严谨性。 

在学习圆柱的体积后，人教版第十二册教材第22页 

安排了以下一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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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读题后，大多出现以下两种解法： 

1．1 0+2=5em 8+2=4cm 

3．14~(52-4~)x80=3．14~9x80=2260．8em 

2．1 0+2=5cm 8+2=4em 

3．14x52)(80—3．14x4 x80=6280—4019．2=2260．8em 

在巡视过程中，我发现有个同学是这样解的： 

10—8=2cm 8x3．14=25．12era 80x25．12~2=4019．2em 

因为她的解法很有代表性，我就请她来说说想法。这 

个同学说：我沿着圆柱的高剪(切)开，就变成长方体了。 

(这是受剑圆柱体积公式推导过程的负迁移)这个长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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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就是80em，宽就是25．12cn1．高是2em，长方体 的体积是 

长乘宽乘高 于是我列出80x25．12x2=4019．2em，。她说完后 

我问学生：“同学们，与这位 同学的的想法一样的请举 

手。’班上大概有五、六位同学与她有相同想法。这时我让 

大家在小组中讨论讨论，看看这位同学的想法是否有道 

理，之后让各组派代表来说说看。其中一个同学说：这样 

不行的，切开后圆环中的里外两个圆的周长是不一样长 

的。另一个同学说：外面圆的周长是31-4cm，里面圆的周 

长是25．12cm，切开后根本不会得到一个长方形。再一个 

同学说：老师我知道为什么不对了，因为把圆若干等分后 

可以拼成一个近似的长方形，而钢管里面是空心的，把底 

面切成若干等分时，得到的不是扇形，而是扇形少了尖尖 

的部分，所以就不能拼成近似长方体了。 

三位同学都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我进一步加以 

点拨：其实要想知道切开摊平后是不是长方体，关键在于 

圆环剪开后能否得到长方形。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学生 

恍然大悟，圆环剪开后不可能得到一个近似的长方形(如 

下图所示)。这时学生很自然地开始对自己思维中出现的 

疏漏进行修正，使问题得以解决，思维得到了激发，思维 

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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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思维的工具，是进行思维训练的载体。教师要 

针对小学生好奇、好胜的心理特点寓思维训练于教学的 

各环节中，巧设问题，扩大学生思考的范围，拓宽学生解 

决问题的视野，促使学生更深入地思考，努力探索解决问 

题的新思路、新途径。鼓励学生在思维的多行道上思考问 

题、解决问题，使学生的思维更灵活、更深刻、更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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