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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结构化思维培养的教学策略探究
石国文

积石山县刘集乡团结小学，甘肃 临夏  731702

摘      要  ：   随着新课标的深入推进，培养学生的素养已成为小学数学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而核心素养强调学生的结构化思

维和能力。所以小学数学教师应与时俱进地转变教育理念，探索多元教学策略，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结构化思维，帮

助学生搭建科学的数学知识体系，促进其数学知识的理解掌握以及运算能力的发展。基于此，本文将浅析小学数学教

学现状，并探讨小学数学结构化思维培养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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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cultivating students' litera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core literacy emphasizes 

students' structured thinking and ability. Therefore,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should 

change their educational concepts with The Times, explore multiple teaching strategies, train students 

to form a good structured thinking, help students build a scientific mathematical knowledge system, 

and promot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perational 

abil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explore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structured thinking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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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思维是指人在遇到工作任务或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深入地剖析造成问题的根源，并采用一种

科学、高效的方法，从层次性、整体性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从而达到一个有条理、有层次、有结构的思路。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

该以培养学生的结构化思维为指导，积极探讨课堂教学策略，从数学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上强化学生的结构化思维，让他们学会使用多种

方式，从多个角度去进行数学学习，以此来转变学生单一的数学学习思维方式。本文以探讨小学数学结构化思维培养教学策略为目的，

以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结构化数学思维为教育目标，进而推动小学数学教学的创新发展。[1]

一、小学数学教学现状

（一）课堂师生互动仍需加强

在当前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方

式和质量并不尽如人意。长此以往，将直接影响学生对数学学科

的学习兴趣和理解掌握，进而影响他们结构化思维的发展。对

此，教师要转变传统的“一言堂”教学模式，正确认识到有效的

师生互动是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深化理解的重要手段。比如，在

课堂上要明确学生作为教学主体的地位，改变以往教师作为教学

活动主导的角色，让学生在小学数学课堂上有充足的机会表达自

己的观点或提出疑问，这不仅能够为学生形成结构化思维奠定良

好基础，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2-4]

（二）对学生核心素养培养薄弱

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

质，包括但不限于数学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意识等。这些

素养对于学生未来的学习和生活至关重要。然而，部分小学数学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仍采用讲授教学法，强调学生对数学公式的记

忆和理解，而忽视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久而久之，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探究能力会相对薄弱，也无法有效运用所

学数学知识解决数学问题。再者，小学数学课本教材内容上主要

是数学概念和数学例题，对于小学生而言略显单一、枯燥，也没

有很好地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结合，所以使得学生就难以将所学

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此外，少数教师过于重视学生的数学

成绩，忽视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这种评价方式无法全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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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学生的核心素养水平，使得学生核心素养成长缓慢。[5]

（三）学生学习兴趣有待提升

如果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学习兴趣不高，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

习动力和学习效果，进而影响了对学生结构化思维的培养。一方

面，当前许多数学教材中的数学概念和公式相对抽象，学生难以

看到数学知识与自己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从而降低了学习兴

趣。[6]另一方面，由于班级人数较多，教师往往难以针对每个学生

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教学，导致部分学生的学习需求得不到满

足，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对此，教师应为学生营造良

好的数学学习环境，创新多元化课堂教学活动，以激发学生的数

学学习热情，促进其数学核心素养和结构化思维的全面发展。

二、小学数学结构化思维培养的教学策略分析

（一）运用问题驱动，引导学生探索数学的本质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运用问题驱动的方法是激发学生兴趣、

培养结构化思维的有效途径。这种教学方法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对

数学知识的深入理解，还能帮助他们建立起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教师应在课堂中提出与学生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问题，以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让他们在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中主动

探究数学规律和原理，从而达到对数学知识的深层次的认知和理

解。在进行问题驱动的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时，教师需要精心设计

问题情境，确保问题既具有挑战性，又符合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

及水平。[7]例如，在学习“多边形的面积”时，其中“平行四边

形面积”这部分内容既继承了有关长方形、正方形的知识，又为

以后学习三角形面积、梯形面积等奠定基础。为此，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应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建立起一个关于平面几何的

整体知识结构。在实践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割补法”使学生

对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表达式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一般来说，在这

种情况下，学生对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的计算还处于“底 ×高 =面

积”的认识层面。因此，教师可以基于此对学生进行体委：“我

们为什么要把平行四边形通过割补转换成矩形，然后再去求它的

面积？”“你能不能将一个正方形一分为二，让它的面积相等？”

通过一系列提问，引导学生对平行四边形的性质进行探究，从而

培养其数学结构化思维能力。[8-9]

（二）挖掘教材内容，培养学生数学结构化思维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充分挖掘教材中能够培养学生数

学结构化思维的教学内容。这不仅涉及知识的传授，更关乎于教

师如何引导学生对教材进行深度挖掘和合理应用，从而使学生建

立起系统的数学知识体系，提高他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结构化思

维能力。首先，教师需要对教材进行全面细致地分析，明确每个

单元或章节的重难点内容和教学目标。这有助于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聚焦知识主题，确保教学内容与学生的认知水平相匹配，从而

有效地促进学生的数学结构化思维发展。[10]其次，教师可以将教

材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相联系，设计与生活紧密相关的数

学问题，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感受数学的魅力，增强

学习动机。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够理解数学概念和原理，

还能够学会如何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另外，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应该根据教材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学习情况，灵活运

用多种教学方法，通过良好的课堂师生互动、小组合作，提高学

生的课堂参与度，使学生在互动和合作中深化对数学知识的理

解，并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数学结构化思维。例如，在讲授“小

数的加减法”时，若教师按照课本上的内容来进行，很有可能造

成学生对一些知识点理解不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师可以在

开始学习之前，把所有的小学数学教材通读一遍，了解课本中有

关“小数”的重点和分布，并加以归纳和总结，并与目前学生的

实际学情相结合，合理设计教学内容。首先，教师可以让学生对

之前所学的数学知识进行回顾，再针对同学们的学习状况，对课

堂教学内容进行调整。比如，当班级中许多学生数学学习能力相

对一般时，教师就应该给学生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巩固，如果大部

分学生数学学习能力都比较好，那么教师就可以注重提升教学，

把以前的知识和现在的小数加减法进行比较，归纳出它们之间的

相同点和不同点，以此为突破口，让学生用相同的数学学习方法

来掌握小数的加减法计算知识。在这种较为简洁的知识拓展中，

学生可以对小数有关知识的结构化思维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进而更加主动地投入数学学习之中。[11-13]

（三）借助知识迁移，提高学生数学结构化思维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知识迁移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指学生

将已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新的、未知的内容学习中。这一过

程对于培养学生的数学结构化思维至关重要。通过知识迁移，学

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数学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解决数学问

题时能够灵活运用所学数学知识，提高自身的数学思维和核心素

养。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发现不同数学

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如通过类比、归纳等方法，帮助学生建立起

数学知识之间的联系。当学生能够看到不同知识点之间的关联

时，他们在遇到新的数学问题时更容易联系起之前的数学知识，

并尝试将其应用到解决新的数学问题中。[14]另一方面，教师应设

计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或情境，让学生尝试将已学知识应用于

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学习“三角形面积”这一章节时，这部

分的教学重难点在于三角形的高，因为学生刚刚学会了平行四边

形的面积的计算，所以教师可以利用这一部分，来进行三角形的

面积的计算，这样就可以减少学生的学习负担。首先，老师可以

在黑板上绘制一个长度6 cm，高度4cm的平行四边形 ABCD，然

后让学生去估算它们的体积。等学生完成了计算，教师把 AC连起

来，把它们分为两个同样大小的三角形，接着引导学生找出三角

形的底、高，并探究这个问题与底部、高度之间的关系。通过比

较两种方法，可以帮助同学们进行知识的转移，这样，他们就能

很好地理解三角形的面积。总之，教师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方法，

从传授知识转向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而更加有深度、有广

度、系统地来提高学生的结构化思维能力。

（四）创新探究活动，推动学生数学思维发展

创新探究活动的实施是提升学生数学结构化思维能力的有效

途径。在探究活动实践中，学生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加深对数学

概念和公式的理解，从而提升其结构化思维和创新能力。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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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需根据新课标和实际学情，选择适合的数学主题，明确探究

活动的目标。[15]这些目标应与数学核心素养紧密相关，进而通过

探究活动促进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其次，教师应

基于确定的主题和目标，设计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探究任务。这

些任务应强调让学生运用已有的数学知识，通过自主探索发现新

的数学概念和公式。任务设计应注重实践操作和实际应用，以增

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感。例如，在讲“圆”这一章节时，教

师可以借用祖冲之计算圆周率的小故事，引入新课的教学，把这

个小故事以动画视频的形式展示，让学生在课堂上感受到了祖冲

之是通过测量轮子的圆周计算出来的。接下来，教师可以要求学

生寻找一个圆，然后通过问题来引导他们理解圆周的周长。在此

基础上，再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出一套测定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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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轨迹的实验方案。在活动过程中，教师应担任观察、指导、

激励的角色，并鼓励学生在小组讨论中积极思考和交流。同时，

教师也应随时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参与到

探究过程中。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结构化思维的培养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教师不断优化教学策略，创新教学方

法，使小学数学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得到显著提升，引导学

生形成良好的结构化思维，为其全面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