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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提高小学生的教育素质是培养21 世纪建设

才的需要
.

对小学生数学思维的训练和培养

是提高小学生教育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

那末数学思

维的含意是什么? 小学生思维发展的规律是什么? 如何

促进小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
·“⋯这些都是播要我们

来研究的间题
.

我认为
,

对小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和培

养的探索研究是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

试
管数学思维迄今还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

,

但

它的研究已经有 70 多年的历史
.

早在 20 年

代
,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桑代克就在他的关于代数和算术

教学心理学的一系列著作中
,

分析了小学生在学习算术

过程中如何理解数的意义
、

如何熟悉十进位制
、

如何理

解算术四则运算的意义等间题
.

1929 年
,
H

·

托马斯在

《数学才能》一书中指出
,

数学才能包括抽象能力
、

逻辑

推理能力
、

特殊理解能力
、

直觉力
、

应用公式能力和数学

想象能力
.

托马斯还注愈到了推理和数运算自动化的

重要性
.

193 4~ 1935年
, H

·

R
·

哈姆莱出版了两本关

于数学机能思维的著作
.

他提出了研究数学思维的最

初棋式
,

分析出三种运算过程或形式作为数学思维的主

要成份(元素)
,

这三种元素为
:

类(归类成或分成若干具

有共同特性的材料群) ;
序(找出这些群范围内的主要的

即描述它们的内容的序) ;对应(发展不同群的成份之间

的对应关系)
.

v
·

埃克尔和 T
·

济享指出
,

构成数学思

维
“

核心
”

的四种基本的复杂成分是空间成分
、

逻辑成

分
、

数的成分和符号成分
.

60 年代
, A

·

纽厄尔
、

J
·

C
·

肖
、

H
·

A
·

西蒙对创造性思维进行了研究
.

他们指出
,

如果创造性要家的存在是真正的数学思维的标准
,

那么

数学上创造性能力可能不仅是客观的
,

而且也是主观

的
.

70年代
,

苏联著名数学家A
· :
辛钦指出

,

数学思维

具有四个特点
:

¹ 推理的逻辑结构占绝对优势⋯⋯ , º

思路简洁, » 精确地分解论证过程 ,¼符号精密准确
.

A

·

人斯托利亚尔以几何
、

算术和代数为对象
,

把数学思

维分成五级水平
,

每一级水平均有其具体要求
.

如第一

级水平
,

在几何方面
,

是把几何图形看作整体
,

并只按形

状加以区分,在算术和代数方面
,

是数不脱离它所表征

的许多具体事物
,

而演算是直接在事物的集合上进行

的
.

第三级水平
,

就几何图形而言
,

是对图形的性质和

图形本身进行逻辑整理
,

在借助定义建立的一定的逻辑



数学思维

联系中突出几何图形
,

用逻辑方法推出图形的其它性

质
.

对算术和代数来说
,

第三级水平表现为能从数字表

示的具体的数过渡到抽象的文字表示式
;
对数的性质和

运算性质进行
“

局部的
”

逻辑整理
.

80 年代
,

有更多的数

学教学和心理学研究工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数学思维进

行了研究和探索
.

有的学者指出
,

数学对象都处于一定

的相互关系之中
,

处于数量关系
、

空间关系和类似于这

些关系的关系之中
,

因此数学思维是一种极其抽象的理

论思维
.

有的学者则指出
,

思维框架与思维过程的关系

是静与动的关系
,

是不变世界与多变的现象世界的关

系
,正确地处理这二者的关系

,

可以说是数学思维的灵

魂
.

90 年代
,

美国的数学教学心理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

高级思维(h吵
e r 。r

aer 山in kin g )这个概念
.

他们认为
,

目

前还不能给高级思维下个定义
,

但他们对它进行了描

述
.

他们认为高级思维是
:

¹ 非预见性的 , º 趋于复杂 ;

» 经常产生多项答案;¼含有差别细微的判断和解释 ;

¾含有对多项准则的应用 , ¾常常含有不确定性
,

º 含

有对思维过程的自我调节
; À含有给人深刻印象的意

思
,

在显而易见的混乱中发现结构
,Á高级思维是要费

力气的
.

今天
,

我们一方面要从历史上的一些研究
、

从

国外的材料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材料及思路 ;另一方面
,

更重要的是要在小学数学教学的实践中探索出中国小

学生数学思维发展的规律以及促进其发展的途径和方

法
.

笔者自8 0年代来与同事们一起
,

在小学数学教学的

实践中对这个间题作了初步的探索
.

我们认为
,

数学思

维是从数和形来认识事物和事物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思

维方式
,

它主要包括对数和形的概括和推理能力以及可

逆
、

互补
、

补偿
、

相对
、

关联
、

对应
、

转换等思维形式
.

对小学生数学思维发展的研究
,

可以围绕小学生

数学思维的发展和培养这个中心
,

从不同方面
、

不同角度
、

不同层次上来进行
.

需要探索和研究的间题

很多
,

例如
:

1
.

小学数学中数概念的知识结构的建构与小学生

数学思维的发展
;

2
.

小学数学计算技能的教学与小学生数学思维的

发展
.

3
.

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与小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 ;

4
.

小学几何图形教学与小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
,

5
.

小学生数学思维发展的特点及促进其发展的条

件,

6
.

小学生数学思维发展的个别差异 ,

7
,

如何通过小学数学萌发小学生的辩证思维
,

8
.

小学生数学思维专项训练的内容和方法
,

9
.

小学生数学思维的测查方法及其指标
;

10
.

促进小学生数学思维发展的计算机辅助教学软

件的编制和开发
,

11
.

小学生数学思维发展模式的计算机模拟 ,

12
.

小学生数学学习兴趣与数学思维发展的关系;

13
.

小学生数学思维发展的追踪研究 ,

“
.

教师的教法和小学生的学法与小学数学思维的

发展 ,

15
.

小学生解题策略的训练与小学生数学思维的发

展 ,
等等

.

以上列举的这些方面可以有专门的研究
,

但更需要

广大教师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有意识地加以探索和研

究
,

在小学数学教学这个教改百花园中
,

各扬其长
,

各树

其见
,

创造一个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
.

小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和培养这个课题
,

我们

要在理论上研讨数学思维的含意
,

更要在小学

数学教学实践中进行实验
;
把建构较合理的小学数学知

识结构与塑造小学生良好的认知结构的研究结合起来
,

把自然教学实验和心理学临床实验结合起来
,
把口头报

告和动手操作结合起来
;
把纵向的追踪研究和横向的测

查结合起来
;
把对个体认知系统的研究和对动力系统的

研究结合起来
。

在研究队伍的成员结构上
,

要尽可能做

到广大教师和教学研究人员与教育学
、

心理学专业研究

人员相结合
。

这样
,

大家可以从不同侧面来共同探索这

个既有趣又有意义的课题
.

小学数学思维的发展和培养是一项探索性的课题
,

因此
,

需要我们以乐观
、

自信
、

科学
、

求实的态度扎扎实

实地进行探索和研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