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性思维是相对于感性思维而言的一种思维品质，
主要是指对概念、判断以及推理阶段等相对抽象事物的
认识，是建立在事实证据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一种思维
方式。2022年版《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数学在
形成人的理性思维、科学精神和促进人的智力发展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从“用数学的思维方式思考现
实世界”的层面对小学生理性思维的培养提出了具体要
求。那么，落实到操作上，如何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加强
小学生理性思维培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

一、在经历探索中，发展理性思维
理性思维的培养是对感性思维的升华，而感性思维

的获得以及升华的过程与学生的探究和实践密不可
分。因此，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积极组织学生
进行生态课堂的构建，使学生在体验、探究、实践与运用
中，实现自身理性思维的培养。

首先，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开展合作探究学习活
动，以此实现学生思维的拓展和理性思维的培养。例
如，教学“三角形的内角和”的内容时，教师可以将学生
分成若干小组，让不同的学习小组用不同的方法探究

“三角形的内角和为180°”，开展小组间交流，对这些不
同的方法进行总结和评价，在集思广益中进行学生理性
思维的培养。

其次，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深入生活实际，分析生活
中的问题。例如。可以根据小学生的理解水平和生活
经验，在课堂上创设买卖商品、生活缴费、存取款等生活
模拟场景，让学生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学生在解
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仅应用了所学知识，还能对实
际问题进行思考，这种基于生活实际培养学生理性思维
的模式，有着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在理解本质中，发展理性思维
理性思维的核心是认知事物的本质。数学学习不

仅要让学生掌握数学符号，还要理解这些数学符号、数
学定律等背后的逻辑依据，促使学生能透过现象看本
质，适当渗透理性思维。例如，教学“圆的认识”一课时，
大部分教师会让学生借助圆形纸片，通过动手“折”“画”

“量”等活动，探究圆的半径的特征。然而，学生的认识
往往只停留在半径的现象层面，只发现了结论性的知
识，而没有探究这个现象背后的数学内涵。因此，要引
导学生思考：“为什么圆的半径是长度都相等的无数条
线段呢？”教学设计可以分为两部分，先用课件呈现3个
顶点围成的正三角形、6个顶点围成的正六边形、12个顶
点的正十二边形……再启发学生想象：“假如有100个顶
点围成的图形是怎么样的？甚至无数个顶点围成的又
是怎么样的？”其根本目的是促使学生初步感知“圆是无
数个点围成的图形”，接着尝试用圆规画圆，并启发思
考：“圆规为什么可以画出圆？”学生发现，圆规画圆的原
理是圆心到圆上任意一点的距离都相等。学生经过分
析、综合，找寻证据进行逻辑推理，有效地从现象感知走
向本质认知。这样的教学过程，通过对数学本质的深
思，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渗透数学理性思维。

三、在思想挖掘中，发展理性思维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现行的教材是最为重要的一种

教学资源。教师可以对教材中的数学思想进行挖掘，并
在课堂教学中给予引导，为学生“种下”理性思维的“种
子”。比如，对于“加减法”内容，教师需要探索变换思
想；对于“统计”内容，教师应该探索统计思想，并引入数
形结合思想以简化统计知识；对于“比的基本性质”内
容，教师让学生分析“比的基本性质”与分数和商不变性
质之间的关系，澄清两者之间的差异，之后进行横向类
比。课堂教学中，教师应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数学思想
的灌输，萌发学生理性思维的“嫩芽”。

四、在数据收集中，发展理性思维
理性思维中的推理讲究逻辑性、证据性。小学生喜

欢凭空想象，他们的推理往往不注重证据，因此是武断
的。教师要培养学生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既要教给学生正确的推理方法，还要教会学生有证据的
推理。例如，在教学“球的反弹高度”一课时，可以通过
打篮球的情境导入球的反弹高度话题，接着让学生猜
想：“篮球的反弹高度大约是下落高度的几分之几？”在
学生猜想之后，引导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给他们提
供篮球、卷尺、记录单等材料，让他们动手实验，探究球
的反弹高度与下落高度之间的关系。学生通过亲手实
验，收集到真实的数据，为分析推理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从而获得科学正确的结论。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过
程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结论的严谨性，锻炼了学生的逻辑
推理能力，养成了推理有据的习惯。

五、在问题引领中，发展理性思维
培养问题意识，是发展学生理性思维的重要策略。

发展学生的理性思维，不仅要关注学生解决问题的过
程，更要关注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过程。看似简
单的设问“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你有什么新的发现？你
还有什么想问的”，对于学生问题意识的发展却是十分
重要。课堂教学中不断挖掘、训练学生的问题意识，是
培养学生理性思维不可或缺的方法。

让理性思维行走在数学课堂上
□ 市秦邮实验小学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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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世纪著名的教育家杜威曾经
提出过教育即生活的论断，对教育的发展
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观
点即教育不能脱离生活实际，要求改造不
合时宜的学校教育，使之更有活力，更有乐
趣，更具时效性，更有益于儿童的发展。得
益于该论断，在平时的学生教育和管理中，
我做过些许的尝试，的确有所收获。

今年我带了一个一年级班，班上有五
十几个小朋友，要想管理好这一群刚刚从
幼儿园过来的学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从主观认识上，我明白行为习惯的
养成教育一定要落实，于是晨会、班队会
课我都认真组织，精心备课、上课，但讲的
道理、规矩再多，重复的次数再多，落实在
小朋友的行动上，效果并不明显。学生对
老师空洞的说教并不感兴趣。于是，我尝
试着改变教育方式，将说教改变成讲述与
交流，而教育的资源则直接取材于学生眼
前的生活。

这不，今天的班会课前刚好发生了这
样一件事情。课前的两分钟预备铃声响
了，班上有些嘈杂。学生们从教室门外蜂
拥而入。不知道是谁碰了一下最前排小
凯的桌子，上面的笔袋掉了下来，撞击地
面后炸开了，里面的铅笔、橡皮等散落了
一地。进来的同学都匆匆忙忙地走向位
置，有的是没有在意，有的是见着了但是
绕开走了。这时，小博同学进来了。他看
见后，没有犹豫就蹲下来，把散落在地面
的铅笔、橡皮等一个个捡起。这当中，因
为他蹲在门口附近挡了别人的路，还被抱
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地上的东西捡完
了，他还细心地拉上了笔袋的拉链。正当
他准备放到桌子上的时候，好巧不巧，小

凯回教室了，一眼看到这个情形，以为是
小博把他的笔袋弄掉下去的，于是就挥着
小拳头揍了小博一下。小博低声说了一
句:不是我弄的，然后就急急忙忙坐上了
座位。

班会课开始了，我先讲述了刚刚发生
的这件事。这一次同学们听得特别入神，
也许是因为他们就是这件事情的经历者，
也是见证人，也许是因为他们也很想知道
老师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于是都眼巴巴
地看着我。我偏偏不给他们答案，而是让
大家来谈一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这次
举手的小朋友可真不少。首先发言的小
朋友说，我进来也看见笔袋在地上，但是
因为要上课了，我就着急上座位了。我跟
着附和说，是的，上课铃声就是指令，抓紧
时间上位置并不错。又有个小朋友说，是
小博捡起来的，做的是好事情，但是被小
凯误会了。另一个小朋友补充说，小博做
了好事，被冤枉了，还被打了一下，但他并
没有计较就回到座位上去了。显然，小朋
友的发言还是如实地反映出了事情原来
的面貌。

这时我对他们说，从预备铃声响到上
课只有两分钟，李老师已经在班上提前候
课，小朋友们进来没空管这件事情老师能
理解，但是我觉得小博更值得夸奖，因为
捡个笔袋并不需要太多时间，而不捡的
话，里面的东西很可能会被踩坏。尽管东

西不是小博的，但他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自
己的事情，可见他是一个热心人。小博听
了老师的夸奖，脸都有点红了。

我接着说，小凯回教室后，并不了解
事情的真相，就给了小博一拳，小博也没
有计较，做了好事却挨了打，在老师看来
是多么委屈呀，可是小博并没有去跟他争
论，更没有还手，说明他懂得克制自己的
情绪，是一个有自制力的人。老师觉得小
博还非常有包容心，面对同学的误解，不
跟同学斤斤计较，所以老师要给他点赞!

听了老师连续地夸奖，小博坐得更端
正，背也挺得更直了，其他同学纷纷向他
投去赞许的目光。这时候，又有一个小朋
友举手说，我觉得小凯应该向小博道歉。
于是我走到小凯身边，亲切地对他说，现
在你了解了事情的经过，有没有什么想
法？谁知道小凯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
是直接就走下座位，去了小博身边，大声
地对他说了一声：对不起！看着这样的情
景，班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对全
班小朋友说，其实小凯也值得称赞，能勇
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主动去道歉，是一
个有担当的小小男子汉，老师也要给他点
赞。小凯听到我的表扬，一脸的错愕，立
刻开心地笑起来。

这节班会课没有什么大道理，但学生
的参与度却特别高，同时也深受启发和教
育。起码他们明白，做一个热心人是正确
的选择；学会包容别人是好样的，这样会
得到别人的称赞和尊重；能直面错误并真
诚地道歉，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这些道理
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也许有些深奥，但
面对类似的事情，今后该如何面对、如何抉
择，相信学生的心中已经有了很好的答案。

教育即生活
□ 市实验小学 李红梅

在老师引导下，孩子们尝试用树叶粘贴自
己喜欢的画。宝贝们升入中班，就是不一样。
看他们一个个能干的，有用叶子粘贴蝴蝶，有用
叶子粘贴大树……晞晞小朋友用的是银杏叶，
看上去像是小鱼儿，四条鱼长得差不多。可是，
当晞晞向小朋友们介绍自己的作品时，给了我
不一般的感觉。小人儿有模有样地介绍说：“我
用蓝笔画了大海，海洋里住着四条小鱼，中间的
两条马上要结婚了。下面的小鱼刚从海洋深处
上来，看看上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上面的小
鱼是来看婚礼布置现场的。”看似简单的画面，
在孩子的描述下，变得特别唯美，富有童趣。

建构区，云云在认真地搭建。在建构物的
最高处，小姑娘放了五六个小圆柱。餐前谈话，
老师让她介绍自己的作品，小姑娘娓娓道来，一
点都不怯场。她介绍说自己搭建的是一个很大
的会议场，有很多人在里面开会。有班上的三
个老师——卜老师、黄老师、罗老师，还有她爸
爸、妈妈和她自己。

离园时，琪琪老师给乖宝贝们准备了精美
的贴画，有奥特曼、酷洛米、美得丽，还有白色的
玉桂狗。晞晞是第一个拿到贴画的，小姑娘美
滋滋地把贴画粘贴到自己手臂上，转头看向我
说：“老师，你今天不是很乖吗，为什么还没有拿
到贴画？你是不是很羡慕我们有漂亮的贴画，
不过，要学会等待哟……”

小娃们升入中班也就一个月，感觉他们长
大了许多，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越来越有思
想。真好！

拾 趣
□ 市周山镇幼儿园黄桂英

寒风呼啸着掠过，爷爷的衣服被
吹得鼓鼓的，里面灌满了风。

我坐在电动车后座上，看他紧绷
着的背，犹如一张蓄势待发的弓。瘦
长的身躯，被迫安放在小小的坐垫上，
他驼着背，弯着腰，虾米般蜷缩着，整
个人看起来都有几分疲惫、憔悴，头却
向前伸，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

眼前这被路灯照亮的后背，逐渐
与记忆中的景象重叠，回忆也一并涌
来。曾经，这样的背也是我心中的一
道风景。

那时候还住在老家，年幼的我最
爱被爷爷背着，在乡间的田埂上，从
这头背到那头，听着对我来说很新鲜
的人和事，看他欢喜地望着不远处的
田地，言语之间藏不住的喜悦。那时
初晴而湛蓝的天空，田野的花香，连
时不时从草丛中蹦出来，粘在小腿
上，很快又被爷爷赶走的小虫，都一
并刻在了心间。明明小路是那么崎
岖，爷爷是那么瘦削，可是他的背让
我感到如此的心安。

后来爷爷随我一道离开了老家，
并承担起接送我上学的义务。他的
背依旧那么宽大，能够为我抵御寒风
和雨雪。当北风无情地呼啸，爷爷会
将唯一的围巾让给我。坐在车后座
上，我享受着突兀的温暖，犹如沉浸

于一场甜梦。
我不曾注意到爷爷脸上的皱纹

是何时多了的，也看不懂他时而背着
手叹气的原因何在。只记得，某一
天，爷爷的背突然矮小起来。

也许是看出了爷爷的不适应，放
假时，父母提出回老家看看。爷爷不动
声色，可无论是比昨日直起了不少的
背，还是脸上的轻松，都出卖了他喜悦
的事实。当天一大早，他就打开了话匣
子说个不停。备菜，煮饭，都乐在其中。

到了下午，我跟着爷爷去菜园里
摘菜。他熟练地弯下腰，快速地掐了
一把，扎紧，手稍微用力一甩，那把嫩
叶就划着优美的弧线跃入盆中；转头
又躬下身子，掐起另一把。一整套动
作行云流水，不留一点迟疑与停顿。

恍惚间，爷爷又回到了从前，变
成那个总是精神抖擞，脸上挂着笑的
小老头。他弯腰的动作，灵活而熟
练，仿佛脱胎换骨。一身的疲惫，只
在腰背简简单单的一弯一直间，就如
尘土般被雨水冲刷干净。

指导老师 龙振

爷爷的背
□ 市汪曾祺学校九（4）班黄笑

周三下午大课间，闵老师在黑板
上写了“有趣的拼句游戏”这几个大
字，同学们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闵老
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闵老师便说：

“老师今天和大家玩一个拼句游戏。
这个游戏的规则是：每个小组选一个
人上来，从老师的魔法口袋里拿出的
四个纸包中各抽取一张纸片，分别是
人物、地点、心情、干什么，然后组成
一句话，看谁组成的话最搞笑，谁就
是胜利者。好不好？”同学们异口同
声地回答：“好！”

第一个上来的是倪锦瑶同学，她
抽到的是：沈一诺、卫生间、快乐地、
听音乐，连起来就是沈一诺在卫生间
快乐地听音乐。此时，大家哄堂大
笑，因为这在生活中很少出现。我的
同桌对我说：“就算听音乐，也得找个
好地方，对吧？”

接下来一个同学抽到了：赵泽
栋、在家里、不情愿地、读书，连起来
就是赵泽栋在家里不情愿地读书，这
说明赵泽栋在家里不爱读书哇！同

学们捧腹大笑……
我还记得有两个拼句。一个是：

纪居星、在卫生间、愤怒地、写心灵小
语（日记），连起来就是纪居星在卫生
间愤怒地写心灵小语。太搞笑了！
另一个是：刘铭骏、在学校、委屈地、
吃饭。当最后一个词语报出来时，我
笑得前俯后仰。“刘铭骏在学校里委
屈地吃饭！”哈哈哈……

最后，游戏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了。闵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

“同学们，玩这个游戏的目的是告诉
大家，作文写好以后一定要仔细修
改。要修改语句不通顺的地方，不能
出现病句，要不然会闹笑话。”我们心
领神会地点点头。

指导老师 闵少华

有趣的拼句游戏
□ 市第一小学三（2）班刘莙野

寒冷的冬天来了，北风呼呼地刮着，真冷
啊！推开门一看，外面的雪下得好大呀。屋顶
上、树枝上、地上都堆满了雪，成了银色的世界。

小朋友们来到雪地里，有的打雪仗，有的
堆雪人。他们先滚两个雪球，大的当身体，小
的当头，然后再用纽扣当眼睛，胡萝卜当鼻子，
最后找来两根树枝当手臂。雪人堆好了，它好
像在对着小朋友们微笑呢。旁边的小朋友玩
起了打雪仗，我往你身上砸，你往我身上扔，雪
球像炸弹一样，落得到处都是。他们玩得不亦
乐乎！

冬天很冷，但我觉得冬天很好，很快乐！
指导老师钱春霞

下雪了
□ 市城北实验小学一（3）班孙依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