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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段学生的数学思维处于萌芽状

态，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在这种

情况下，教师要善于引导，充分挖掘学生的潜

能。在低段数学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数学思

维能力，必须引导学生理解算理、掌握算法、

自主探究和解决问题，而不是死记硬背“会

做”的题，更不能将结果作为唯一学习目的。

所谓思维就是人脑对事物的间接反映。

思维活动是通过感知和表象，对感知过的事

物进行分析、综合、抽象和概括而形成概念、

判断和推理。小学低段是形象思维向抽象思

维发展的重要阶段，学生可以从实物到简单

形象的图形再逐步过渡到数量关系，体验简

单抽象形成的过程。

一、注重操作体验，激发思维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生就会

积极地参与学习活动，并表现出浓厚的学习

兴趣。小学低段学生年龄小、活泼好动，他们

对数学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教师要善于利用

小学生的这些特点，精心设计好课堂导入环

节，把学生引入到数学学习中去。如在教学

“除法的初步认识”时，可以让学生拿出12根

小棒，先用1—2分钟时间来观察、摆弄手中

的小棒，要求摆的小棒每堆同样多，然后让学

生在小组内交流摆小棒的方法，并说出自己

摆小棒的理由。然后教师抽学生汇报：“把12

根小棒摆成3堆，每堆4根小棒；摆成4堆，每

堆3根……摆成1堆，每堆12根。”这样学生

就能充分感知这几种情况下的数量关系的共

性。然后，老师随意以一种摆法，让学生思考

列出算式计算，让形象思维过渡到抽象逻辑

思维。又如在教学“分数的初步认识”时，教师

可让学生观察和摆弄一些实物，然后把这些

实物进行分割，看哪些是能转化成分数表示

的形式，通过动手操作让学生充分理解“平均

分”这一要义，初步感知体验“单位 1”的意

义，实现由具体到抽象的转化，为今后进一步

学习“分数的意义”奠定基础。

二、注重核心素养，培养思维能力
新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标准》指出：

“强化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推动教育方式

变革，着力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核心素养

基于数学知识技能，又高于具体的数学知识

技能，即要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关注核心

素养，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在低段数学教学中

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教学“认识数”时，教师可以通过实

物演示、讲故事等形式，使学生先直观感知数

的概念：一只手有多少根手指？两只手有多少

根手指？一根小棒代表一根手指，摆一摆5根

手指？8根手指？10根？15根？……在摆小棒中

让学生从数数中解脱出来，体会数是可以用

小棒摆出来的。进而学习“认识计数单位”时，

学生通过动手操作“摆小棒”就可以直观地体

验到个（1 根）、十（10 根为一捆，10 个一是

10）、百（10个一捆是100，10个十是100）等计

数单位的大小。通过操作练习，使学生对 10

进制计数单位有一具体了解，而且深刻理解

了计数单位之间的关系。学生掌握了“单位”

这一核心素养，为今后学习加减法时理解“相

同单位才能相加减”的算理奠定基础，进而达

成思维的抽象与概括。此外，在学习计量单位

时也可以同理迁移类推思维，如2吨加20千

克，需要把计量单位相统一才能计算，即

2000 千克加 20 千克或 2 吨加 0.02 吨。因此，

“单位”的认识与理解是桥梁是纽带，是“模型

思想”，是必备的关键能力之一，就是核心素

养，将知识融会贯通，形成结构体系，在此过

程中自然达成训练思维、培养思维能力的目

的。

三、注重反馈调控，提高思维能力
反馈是检验教学效果并及时调控的有效

手段。及时的反馈，不但能帮助教师了解学生

在知识和技能掌握的程度，还可以通过反馈

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而调整教学策略

和方法。

要想提高低段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就

必须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找准学生在课堂上

的思维发展水平，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

既要重结果更要重过程。例如在学习“两位数

加一位数”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先试一试、算

一算，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在尝试练习中可能

会出现十位上的数与个位数相加的错误情

况，教师要分析学生错误计算的思维方式，掌

握思维出错的原因，然后通过理解相同计数

单位才能相加的算理，让学生自我思考、矫

正、概括，从而掌握计算方法。这样教学既能

体现自学自探的现代教学理念，又能及时反

馈学习状况，在探索过程中提高思维能力。

数学是思维训练的体操。小学低段数学

教学必须在直观形象的平台上，引发学生思

维的主动性，让学生的思维时时得到锻炼，为

高段学习搭好梯子、铺好路子。

9月26日上午，杭州亚运会首个

“三冠王”诞生，她是亚运会开赛首日

就为中国队夺得2金的17岁小将、浙

江省台州市第二高级中学的高二女

生黄雨婷。近两年，黄雨婷在赛场上

多次取得显赫的成绩，曾拿到过2枚

世锦赛金牌和 3 枚世界杯分站赛金

牌。

有一种习惯性思维，认为中小学

生最重要的事是学习，中小学生的体

育以强身健体为目的，体育拔尖人才

的培养跟中小学校关系不是很大。基

于此，体育素质好的学生要想成为专

业运动员，就要从很小的时候到体校

等专业性学校或基地进行专门的训

练。虽然体校也学习文化课，但与普

通中小学相比，学习时间及要求上存

在差距，导致体校生学习成绩都不怎

么好，部分成绩斐然的运动员文化基

础却不高。这种培养模式，也导致部

分运动员退役后较难找到人生舞台，

少数在重大国际比赛中摘金夺银的

选手，离开了赛场，存在就业困难、后

续发展受阻的人生困境。

而今，这一现象得到很大的改变。

例如，“00后”小将杨倩一战成名，在东

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为中国队勇夺首

金，让全民沸腾的不止是赛场上的精

彩，还有她的清华大学学生的身份。跳

高运动员王宇被戏称为“跳高界吴彦

祖”，凭着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经

管学院，于2018年从清华大学硕士毕

业……高水平运动员来自著名高校，

体育明星的背后有一个让人艳羡的高

学历，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

在今年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

足球U16公开组比赛赛场，多个赛区

都能见到“小学霸”的身影。他们对学

习感兴趣，也对踢球感兴趣；他们学

习的时候认真学，踢球的时候认真

踢；他们没有因为学习耽误训练，也

没有因为踢球耽误过功课。问及其中

的原因，“小学霸”们表示：没什么特

别的秘诀，只是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和

分配，不会因为学习耽误训练，也不

会因为踢球耽误学习，而且在学习与

训练之间相互补益、相互促进、共同

提高。

而今，“体教融合”不仅是教改的

重要目标，也是学校体育及竞技体育

不可或缺的基础组成部分，是教育及

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教育及体

育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重要体育

赛事的赛场上，“黄雨婷”们正在潜移

默化地改变着中国体育“体教对立”

的旧有桎梏，越来越多的在校生将活

跃在各类体育比赛赛场。只有这样，

才能让教育丰满起来，才能让体育更

有发展后劲，才能让学生的综合素质

与能力发展得更好。

当大多数高水平运动员来自于

高校及普通中学时，不仅让运动员的

整体素质得到很大提升，也拓展了运

动员的发展空间。学生拼搏在体育赛

场上，不仅是对他们个体素质的检

验，还为体教融合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样本。当重大国际比赛中争金夺银的

选手大多是在校生时，不仅能极大提

高学校体育的质量，也能进一步让中

国成为引领国际体育发展的体育强

国。

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气步枪项

目3枚金牌的运动员黄雨婷来自于中

学。仅就气步枪项目而言，这所学校

能培养出黄雨婷这样的运动员，该校

气步枪项目一定有着较强的实力。黄

雨婷夺冠后，她自然会成为写入校史

的闪亮存在，气步枪项目一定会作为

该校的特色项目不断传承，还可能越

来越强。事实证明，体育运动与知识

学习不仅不矛盾，而且还会相互促

进、相互成就。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在

校生拼搏在重大体育赛事的赛场。当

重大国际比赛中争金夺银的选手大

多是在校生时，不仅能极大提高学校

体育的质量，也能促进中国成为体育

强国。

杭州亚运会落幕后，准备征战各

类重大国际比赛的运动员还有很多，

其中在校生乃至“学霸”一定为数不

少，加油！未来可期的“黄雨婷”们。

（作者系正高级教师、江苏省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在和某市班主任全员培训班分享经验时，

有老师问道：“李老师，每学年学校都会评选

‘三好学生’，但通常都是先看学习成绩好，其

次是思想品德好，最后再看其他好。新时代教

育提倡五育并举，要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学生，所以是不是应该把评‘三好学生’

改为‘五好学生’？”这个问题不算新问题，但

是，从新时代教育的境域去思考，值得去追问

我们当下或未来的教育究竟需要培养怎样的

“好学生”。

什么样的学生是“好学生”？在我来看，就

“好学生”而言，无论是“三好”“四好”，还是“五

好”或“N 好”，都难以囊括“好学生”全部的

“好”，也无法表达出好学生的全部内涵，因为

学生是综合的人、完整的人和发展的人。关于

要不要取消“三好学生”评选的问题，曾引发

过学界的热议。建议取消者认为：“‘三好’已

经不能概括今天优秀学生的标准，‘三好’本

身很不全面，没有涉及到人的心理素质、审美

能力、创新能力、实践精神、独立性等当代人

特别需要的一些素质。”有人呼吁，教育要关

注全体学生，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然而，

笔者采访部分师生时，普遍认可“三好学生”

的激励作用，如有位名叫菁菁的学生表示：

“小时候只要评上了‘三好学生’都会特别珍

惜，并且鞭策自己要努力做好，争取下学期能

继续成为‘三好学生’。‘三好学生’其实是很好

的制度，无论对表现良好或不良的学生都能起

到正面的促进作用。”

我国教育系统评选“三好学生”始于1954

年，即各地各学校每学年评选“思想品德好、身

体好、学习好”的学生，即“三好学生”。在实行

过程中，有的学校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新的尝

试，如评选纪律好、创意好、形象好、演讲好的

学生……甚至提出“四好学生”“五好学生”等。

还有的学校从综合考虑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

社会教育出发，根据学生的不同角色推行“新

三好”，如“好学生=合格+特长、好子女=勤俭+

孝敬、好公民=公德+责任”“家庭的好孩子、学

校的好学生、社会的好公民”，有的进一步具体

化“在校做个主动学习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在

家里做个勤俭自强孝敬长辈的好孩子，在社区

做诚实守信道德规范的好公民”。这些都是值

得肯定和借鉴的实践探索。

南宋诗人戴复古在《寄兴》中说:“黄金无足

色，白璧有微瑕。”意思是说，金无足赤，人无完

人。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时，如果要求每个

学生方方面面都好，显然不现实，也不可取、不

可行。每学年一次的评选评优，应以可实现的

具体目标为宜，并在落实过程中做到公平公

正；可让评选更具灵活性，体现教育的智慧性和

包容性。如，评选“三好学生”时，不一定就是“思

想品德好、身体好、学习好”，也可以是其他方面

的好，达到三方面就可申报，如果达到N个，甚

至可申报N好学生。这样不是更有活力和生命

力吗？新时代教育不但要致力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也非常重视学生的个性化成长。鼓励学生

某些方面表现突出，授之以“好”，不正是学生的

个性化成长之需吗？战国时期屈原在《楚辞·卜

居》中说：“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

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每个学

生都有所长，也有所短。倘若让每个学段的学生

都能展露其生命的光辉，扬其所长，岂不美哉？

虽然，不同的人对“好学生”的理解和定义

不同，但是“好学生”必然有着其共性特征或特

点，包括内隐的核心素养和外显的行为表现。

在我看来，“好学生”既崇德亲师又尊道敬

人，既勤奋好学又乐于助人，同时能吃苦耐劳，

能与人为善，有坚强毅力，有远大志向，有家国

情怀，有责任担当。他们自主、自立、自律、自

觉、自强、自省和自悟；他们爱学习、爱劳动、爱

国家、爱人类和爱真理；他们善于学习，心有阳

光，懂得感恩，给人温暖；他们有健康的身心、

高尚的修为、活慧的大脑、活跃的思维、求真的

精神、创造的能力、协作的态度和世界的眼光。

当然，“好学生”不仅要有“好（hǎo）”之风

采，还要有“好（hào）”之意蕴。从新时代教育

对拔尖人才培养的立意来看，“好学生”应具备

“四博”表征：博雅之情操、博学之笃行、博大之

胸襟、博远之志向。

博雅之情操，就是博爱而优雅的情操。爱

是人类生活最重要、最需要和最珍贵的情感。博

爱于学生主要是指爱好广泛，并能做到爱己及

人、爱屋及乌。所以，“好学生”会找到自己所挚

爱和学会如何去爱，通过知识、文化、文明、思想

和精神等滋养，形成端正的品行和脱俗的气质，

使之过上一种优雅的生活，因为优雅气质之树

生长在学识渊博和修为高尚的高山上。

博学之笃行，是指广博而精深地学习，并

持之以恒地践行所学。广博而精深的学习，不

是“一点就通”的学习，而是“触类旁通”的学

习，甚至是“融会贯通”的学习。这种学习不是

浅层的、狭窄的，更不是浅尝辄止的，而是一种

深度学习、广博学习，一种精益求精的学习。要

做到触类旁通和融会贯通，就要博采众识、博

取众长，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正如刘勰在

《文心雕龙》中所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

而后识器。”

博大之胸怀，就是指开阔的心胸、广阔的视

野和宽阔的格局。开阔的心胸，才能如海而纳百

川；广阔的视野，才能做到高瞻而远瞩；宽阔的

格局，才能不拘一格，融通天下。这是登高望远

者必备的核心素养。在新时代教育中，教师应立

足学科思想的耕地，跳出学科思维的藩篱，并引

导学生找到天地万物之间尤其是学科之间的关

联与融合，使他们有海洋般的心胸、高山般的视

野、天空般的格局。

博远之志向，就是心系国家和民族，乃至

为了全人类的远大理想。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

说：“故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

也。”新时代教育应帮助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当

学生志存高远，他们就能主动学习，自律地成

长，就能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意志力，有勇

气去攻坚克难，并成长为更优秀的自己。

实践证明，人的博学之笃行、博雅之情操

和博大之胸怀，往往取决于博远之志向。教师

要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致力于培育具有

“大爱大德大情怀”的新时代“好学生”，使之胸

怀家国天下，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志向。

早读课，按照惯例，我挨个检查学生回家朗

读课文的情况。当我查到小月（化名）时，她眼巴

巴地望着我说：“老师，我昨天读了第十课的课

文，妈妈却忘记给我签字了！”说完，满脸委屈的

样子。我一听有些来气，心想这个孩子没完成作

业，就把责任往家长身上推。一顿批评后，小组的

其他成员也纷纷埋怨她给组里拉了后腿。小月一

边流着眼泪，一边低着头说自己真的读书了。

这时，班上有同学站起来说：“老师，你马上

打电话给小月妈妈，问一下不就知道小月说没

说谎吗？”实话说，我心想：正好借这个机会“杀

一儆百”，好好教育一下班上爱说谎话的同学。

我拨通小月妈妈的电话，当着全班同学面开了

免提，问起小月的作业，电话那边的回答是：“陈

老师，小月的课文确实读了，是我忘记签字，给

你添麻烦了，都怪我没对孩子负责任。……”我

哑然了，全班同学都惊呆了，眼睛都一眨不眨地

望着我。此时的小月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挂断

电话，我感到深深的内疚与不安。

回到办公室，我陷入了沉思：这事分明就

是老师对学生缺乏信任，对学生没有一颗宽容

之心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是老师向来都

以为自己是对的，从而有时不加分析、武断地

评价学生。即使有时知道自己是错的，也不愿

意向学生承认自己的过错。为什么呢？因为老

师担心一旦向学生承认自己的过失，就有可能

降低自己的身份，有失尊严。可是，身教重于言

教，要想把每个孩子教育好，教师自己就要给

孩子做好榜样，当自己犯错误时，要敢于向学

生认错。如果老师都不敢承认自己的过错，那

犯了错的学生还会认错、改错吗？

于是，在接下来的语文课上，我没有马上

进行新课学习，而是温和地对大家说：“早读课

上发生的事情，我错怪小月。现在当着全班同

学的面，向她道歉，请她原谅老师的错误。”说

完，我走到她座位边上，红着脸向她深深地鞠

了一躬。小月见状，一时愣住了，慌忙站起来，

连声说：“老师，没关系。”此时，全班响起了热

烈 的 掌 声 ，小 月 同 学 的 脸 上 也 露 出 了 笑

容。……那节语文课上，我上得特别轻松，孩子

们也学得特别轻松。

“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作为老师，一定要融入学生的生活，走进

他们的内心世界，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只

有这样，才能赢得信任，才能让他们“亲其师而

信其道”。自从发生了“小月事件”，我发现班上

犯了错误主动道歉认错的同学越来越多了，说

谎话的学生越来越少了。我知道，是因为老师

给他们起了言传身教的榜样示范作用。

此后，不管是在班级管理中还是在课堂教

学中，遇到任何事情我都让自己先冷静下来，

倾听孩子的陈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

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提出解决的办法。

同时，我也要求学生做我的“眼睛”和“耳朵”，

让他们时刻监督我、提醒我。

相信学生，爱学生，师生共同成长。

观点

喜见“黄雨婷”们
越来越多

■ 吴维煊

专家视角

新时代要培养怎样的“好学生”
——由评选“三好学生”引发的追问

■ 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李文送

教育叙事

那次，我道歉了
■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分校

陈伟 张鸣

学科探究

小学低段学生数学思维培养策略
■ 巴中市巴州区第四小学 何雨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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