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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数学是一门逻辑思维很强的学

科。如何把抽象的数学原理传授给刚

上小学的孩子呢？我们的经验是：让

孩子通过生活感知数学，帮助他们从

中找到学习的兴趣和信心。

上一年级的女儿开始学习加减法

了，我们就把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与加减

法联系起来。如，吃糖果的时候，我们

先用一个盘子装上20颗糖，然后让女

儿当值日生给我们发糖。发糖前，让她

先把盘子里的糖数一数，并提示她，这

叫做糖的总数。女儿很乐意做这件事

情。她先发给爸爸一颗，再发给妈妈一

颗，最后自己再吃一颗。这时，我问她：

“你一共从盘子里拿走了几颗糖？”

女儿不假思索地回答：“3颗糖。”

“那么，盘子里现在还剩下多少颗

糖？”我继续问。

女儿数一数剩在盘子里的糖，回

答：“还剩17颗。”

“如果这是一道数学题，让你求出

盘子里剩下多少颗糖，你能列出算式

吗？”我进一步引导。

女儿略一思索，很快就分两步列

出了算式：l+1+1=3，20-3=17。

这种游戏式的学习，极大地激发

了女儿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吃饭时，我们也会用这样的方

法。我告诉她，我们3个人用了3个饭

碗，桌上有一个盛汤的碗、3个盛菜的

碗，这顿饭一共用了几个碗？女儿很

容易就通过直观的验证，列出“3+l+

3=7”的算式。这时，我们会夸奖她：

“灯灯真聪明。”适时的赞扬，无疑给女

儿的学习热情添了一把火。后来，她

在学习“加法变减法”“减法变加法”

时，很自然地就把这些在生活里感知

到的数学知识应用到学习中去了。

女儿学数学时，也遇到过怎么想

都想不明白的情况。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就想方设法为她创造一个形象思

维的空间。

一天晚上，女儿在做一道“小青蛙

跳步”的练习题时，皱着眉头想了老半

天，都觉得书上的答案有问题。最后，

她忍不住向爸爸求助。

那是一道加法填空题，题目是这

样的：“小青蛙跳步，它第一次从 0 跳

到10，跳了10次；第二次又从10跳到

12，跳了 2 次。”书上列的算式是“10+

2=( )”，让学生回答小青蛙一共跳了

多少次，在括号里填上正确的数。女

儿虽然填上了正确答案“12”，但她不

服气，认为答案应该是“13”。因为她

从0数到12，无论如何数，都是13。

孩子爸爸立刻意识到，女儿是把

“点”与“段距”的概念混淆了。虽然女

儿还没学习到这个知识点，但她已经

思考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帮助

她搞清楚。然而，孩子毕竟才上一年

级，不管我们怎么讲、怎么比喻，她都

难以理解。于是，我和孩子爸爸决定

带女儿到操场上去实地学学“小青蛙

跳步”。

那天晚上，月色很美。我们全家

人一同来到学校的操场上。孩子爸爸

用粉笔在地上画了13个圆圈，分别代

表“0”到“12”的13个数字，然后，女儿

站到代表“0”的圆圈上开始往前跳，一

直跳到代表“12”的圆圈。她跳一次、

数一下，数的结果跟书上的答案一样，

是12。女儿仍然有点不相信，她反复

跳了几次，答案都是12。

经过反复验证，女儿完全服气了。

我们与她一起总结规律：当她站在代表

“0”的圆圈上时，只是站到了“点”上，不

能计入跳步的次数。只有从“0”跳到

“1”时，才能算跳了一次。这下，女儿真

的懂了。“点”与“段距”的关系和概念，

在明亮的月光下深深地植入了女儿的

脑海中。在后来学习“种树问题”时，

“株距”“棵数”等学生比较容易混淆的

知识，女儿一直都很清楚。

许多年以后，我们一直把那个学

习“小青蛙跳步”的夜晚称为我们家的

“数学之夜”。

在女儿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我们

努力从生活中发掘数学问题，用直观

的方式帮助孩子轻松掌握较为抽象的

数学知识。女儿对分数等小学数学难

点问题的初步了解，也是这样通过生

活中的实际事例获得的。

一次吃饭时，我们发现：鱼，是让

女儿认识分数的最好教具。

吃鱼时，我们不是一小块一小块

地把鱼夹到女儿碗里，而是半条半条

地分给她。我们告诉她：“这半条鱼就

叫作一条鱼的1／2。剩下的半条鱼又

分为两半，爸爸妈妈各吃一半，爸爸妈

妈就各吃了半条鱼的 l／2、一条鱼的

1／4。”每次吃鱼，我们都按比例进行

分配。如此反复演示，女儿在享受美

味的同时，很快就把分数中“几分之

几”这一概念搞清楚了。

那时，女儿还在小学低年级，还没

有开始学习分数，我们并不打算提前

教她做数学书上的习题，只是希望她

能从生活中认识分数，了解分数这个

知识点中最关键的“几分之几”和“单

位一”的实际意义。

当女儿对分数有了一定的认识

后，我们又通过增加鱼的条数强化她

对“单位一”的认识。

当我们将两条鱼摆上饭桌，把整

整一条鱼放到女儿的碗里时，孩子傻

眼了，她不知道该说自己吃了鱼的几

分之几，迟疑地冒出个“l”。于是，我

们告诉她，以前大家共吃一条鱼时，

“单位一”就是一条鱼。现在大家共吃

两条鱼时，“单位一”就变成了两条

鱼。只有找准了“单位一”，才能正确

地判断出自己吃了全部鱼的几分之

几。“当‘单位一’是两条鱼，你吃掉其

中的一条，就是吃了两条鱼的 l／2。

爸爸妈妈合吃剩下的一条鱼，每人吃

掉了一条鱼的 l／2、两条鱼的 1／4。”

孩子爸爸说。

除了吃鱼，在吃馒头、苹果、梨子

等能等分的东西时，我们都采用同样

的方法向女儿灌输有关分数的知识。

就这样，女儿通过日常生活体验循序

渐进地攻破了分数的难点。通过这些

轻松、实际的学习，女儿对学习分数知

识的热情特别高。

在女儿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为

了考查一下女儿在数学上的悟性，了

解她对分数问题的掌握程度，孩子爸

爸让女儿做了一道分数应用题。那是

一位上海特级教师上示范课时所讲的

例题，有一定难度。女儿仔细读题后，

经过思考，准确无误地把“单位一”判

断清楚了，并且很快就把题解出来了，

解题思路也清晰明了。看到女儿的进

步，我和孩子爸爸都为她感到高兴。

女儿进入高年级后，她的数学老师

曾问孩子爸爸：“你们灯灯解分数问题，

反应太快了。我才把题读完，她的算式

就列好了，而且正确率很高。这里面究

竟有什么诀窍？”孩子爸爸笑着说：“灯

灯鱼吃得多，这应该是鱼的功劳。”

1.重视培养核心素养
辅导孩子学数学时，家长常会苦恼“孩

子被某个知识点难住了”。定理、公式背得

滚瓜烂熟，运用到解题中却不尽如人意。核

心知识点一旦延伸与变形，孩子便摸不着头

脑了。

对此，肖德军表示，数学的思维体系是

一张网，只有将知识点相互串联、灵活运用，

才能找到完整的解题思路。“这也启示家长，

需要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对孩子数学核心素

养的培养上，而非针对个别知识点或某一道

题目‘硬磕’。”

同时，看似简单的原理也会随着学习内

容的逐渐深入而变得越来越抽象。肖德军

说：“这也是许多孩子小学数学学得轻松，进

入初中、高中阶段便开始觉得‘吃力’的原因

之一。数学的学习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学习

内容呈螺旋式上升，而孩子的成长不是一蹴

而就的，家长要有良好的心态和长远的规

划。”

“在孩子学习成长的不同阶段，数学核

心素养的培养会呈现一定差异。小学阶段

重在对经验的感悟，如数感、量感、符号意

识、空间观念等；初中阶段则更关注孩子对

概念的掌握，对抽象能力、运算能力、推理能

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肖德军说。

他提醒家长，侧重点不同，不代表学习

内容的割裂。在核心素养的培养中，小学是

初中的基础，它们仍具有一致性。如运算能

力、几何直观、空间观念、应用意识、创新意

识等，从孩子学习数学开始，这些一直是重

点。

以小学阶段孩子可能会遇到的难点“几

何直观”为例，肖德军指出，“几何直观”作为

一种数学核心素养，要求孩子能够运用图表

或几何图形来描述和分析问题。“可以理解

为将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来

处理。”肖德军说，在实际操作中，孩子们不

仅需要熟练掌握知识点，还需要充分理解题

目中蕴含的逻辑关系，运用数学工具来解

决。他建议家长在生活场景中加强对孩子

的训练，多练习、常运用，才能更好地帮助孩

子建立“几何直观”核心素养。

2.善用“草稿”和“笔记”
“感觉数学‘难’学，还与学习的方法、态

度有关。”在学生学习数学的过程中，肖德军

常常强调“打草稿”与“做笔记”的重要性。

肖德军说，有的家长要求孩子把每一个

步骤都写在草稿纸上，还要保证纸面的干净

整洁。认真的态度无可厚非，但过于关注书

写的美观，很可能会导致孩子忽视草稿真正

的作用——辅助思考、记录思维的过程。

“打草稿正是因为大脑的存储有限，将

想法落在纸上，思维才能更好地衔接。所

以，草稿只要自己看得懂、起到提示作用即

可，工整程度可以因人而异。”肖德军说。

肖德军进一步表示：“学习数学重在理

解，把知识‘吃透’，不能把功夫做在表面。”

和“打草稿”类似，他认为，把笔记做得很精

美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书写的时候，孩子不

能只做一个“搬运工”或一台“复印机”，过于

注重抄写是否齐全、是否美观不可取，怎么

写是次要的，有没有对所记知识进行消化、

整理与吸收才是关键。

家长在检查孩子的日常学习时，也要注

意规避“做表面功夫”。如果不知道该如何

检验孩子是否学会、学懂，可以采用“提问”

的方式，让孩子把笔记本上的内容用自己的

话讲一讲。即使家长不能判断对错，也能从

孩子表述的流利程度、态度等大致感受到他

有没有真正掌握知识。这一“输入—输出”

的过程也有助于孩子复习巩固、查漏补缺。

肖德军建议家长，从小学一二年级起，

就开始引导孩子做有效笔记，小学低段的

学习内容相较简单，更便于孩子养成好的

习惯；小学中高段，孩子逐渐形成自己的笔

记风格，家长可以指导他们在此基础上进

行优化；步入中学，更应关注做笔记的效

率，并非记得全才是记得好，肖德军建议孩

子做笔记时多记重点、易错点，以及对自己

来说的难点，这样在对照笔记复习巩固时，

才不会“迷路”。

3.优化解题中的情感体验
“不是不想解，而是解不出。”这是一些孩

子解数学题时的心声。肖德军表示，有时，孩

子并非缺乏主动性，而是缺乏自信心。有的

孩子做到最后一题时，光看题号就放弃了，认

为那不是自己能力所及。实际上，如果他们

愿意多做尝试，调动所学知识和已掌握的方

法，是完全有可能完成挑战的。

“这种对于自己能力的不信任、面对难

题时的畏难情绪，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肖

德军表示，如果孩子一直无法获得良好的体

验、学习效果不佳，就容易受到反向刺激，越

来越缺乏动力，找不到学习的乐趣，形成恶

性循环。家长需要及时介入，给孩子引导与

帮助。

具体而言，在孩子解题失败或无法完成

任务时，家长不应质问孩子为什么做不到，

或是简单地提出要求，让孩子保证下次进

步。这些做法只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一

边解题，一边担心解不出的后果，注意力难

以集中，更易乱中出错。

肖德军认为，家长应该和孩子一起面对

困难，思考解决方法。这并不是说家长想办

法帮孩子解出具体的某一道题，而是宽慰、

鼓励孩子，引导他多角度思考，找到问题所

在。通过做笔记、定期改错、方法切磋等方

式，化这次的失败为下次的动力。

“家长不能仅仅关注结果的好与坏，或

问题是否被解决，而应该更多去关注孩子探

索和尝试的过程，关注孩子在思考过程中的

思维方式。”肖德军说，孩子所表现出的钻研

精神比做对题目更加重要，他建议家长抓住

教育的契机，用倾听与鼓励滋养孩子的钻研

精神。

肖德军说：“当孩子经过冥思苦想终于

解出题目后，家长一定要满足他的分享欲，

让孩子通过讲解充分享受解决问题的乐

趣。如果这时家长还能提出另一种思路，与

孩子进行思维碰撞，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陪孩子走进神奇的数陪孩子走进神奇的数陪孩子走进神奇的数学世界学世界学世界 ■ 王小梅

从扳着手指头学数数开始，数学便以千姿百态融入了
每个人的生活中。它是课本上沉默的定理、公式与习题，是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鲜活问题，也构成了遥远宇宙中神秘又
深邃的谜题。3月14日是国际数学日，让我们和“10后”的
孩子们一起重新凝视数学这位熟悉又陌生的朋友，聆听孩
子们和数学的故事。

看
世
界

看
世
界

﹃﹃11 00

后后
﹄﹄

你喜欢数学这门学科吗？还是害怕它？你与数学有着怎样的“相处之
道”？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孩子们的回答。

数学不像汉字那样变化多端、类型

丰富，也不像英语，句型繁杂、时态难

辨。在我的印象里，数学是个冷酷无情

的家伙，无法用言语和它交流。我和数

学的关系是“数学虐我千百遍，我待数

学如初恋”。

——陈雨霏 12岁

我和数学像一对形影不离但时常

吵架的朋友。它总在我以为自己“懂

了”时，突然抛出复杂的题目，让我手忙

脚乱。但冷静下来后，它又悄悄给我提

示，带我一步步解开谜题。那种“柳暗

花明”的快乐，比通关游戏还过瘾。

——廖予萧 12岁

我与数学的关系“时好时坏”，我

对它既怕又爱。曾经，不论计算题，还

是应用题，我都会被难倒。妈妈说这

不是因为题目难，也不是因为我笨，而

是因为我太粗心了，常常忽略解题的

关键细节。我觉得妈妈说得对，因为

每当我聚精会神地做题时，数学题就

没有那么难了。

——陈潇然 10岁

二年级时，数学课是我最煎熬的时

光。五年级的一次数学考试，我甚至没

及格。幸好老师没有放弃我，她让我每

天回家给爸爸妈妈“讲错题”。一开始，

我觉得麻烦，但坚持下来后，期末考试

竟意外拿了“A-”。我明白了，只有认

真对待每一道题，才能走得更远。

——杨云婷 12岁

我从小就有“数学恐惧症”。我认

为数学是“严厉”的，它总是非黑即白、

对错分明，没有丝毫讨论的空间。老师

阅卷时会给我们一些“步骤分”，但这对

我而言用处不大，毕竟“一步错，步步

错”。

——李雨珊 13岁

我曾经非常抗拒数学。三年级

后，我的数学成绩像坐滑梯，越差越不

想学，越不学越差。后来，我发现问题

出在自己身上，基础没打好，做题自然

难如登天。现在，我试着跟上老师的

节奏，课后多问多练。虽然进步慢，但

至少不再害怕翻开数学书。

——徐若涵 12岁

我认为数学是一个有些神秘的伙

伴，它常常带着好几层面纱出现在我面

前，等着我去探寻它的真面目。解题就

像“揭秘”，我喜欢这个过程，虽然有时

候会找错方向，但听了老师或同学的讲

解，我便会恍然大悟。小小数学题，拿

下！

——张雯玥 12岁

数学像一座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大

山”。一个个公式像一片片垂头丧气的

“树叶”，全都落在我的头顶上。有时，

我会想：我们才六年级，为什么要学比

父母以前学的还要难的知识呢？光会

做题又有什么用呢？

——熊娇洋 12岁

我 和 数 学 的 关 系 ，只 能 说“ 凑

合”。数学是无数人的噩梦，我也未能

幸免。家长常说“数学是语数外三科

里最实用的”，确实如此，无论买菜算

账、建筑设计，还是计算机编程，甚至

前沿的 AI 技术，都离不开数学这个根

基。

——丁胤文 12岁

三年级前，数学是我最亲密的“朋

友”。可后来，它变得“陌生”起来，知识

越来越多，试卷上的题目也越来越难。

直到一次期末考试，我意外拿了全班第

一，尝到了努力后的甜头，我又重新爱

上了数学。

——李彦霖 12岁

数学是一门严谨、有趣、逻辑性强

的学科，我非常喜欢它。获取数学知识

的过程，就像是在游戏里“打怪”攒经验

值升级，然后去挑战副本里的大boss，也

就是那些难题。攻克难关的喜悦激励

着我，让我不断重复这个挑战自我的过

程。

——张懿玮 12岁

我和数学是“相爱相杀”的朋友。

五年级时，我的数学成绩突然下滑，一

提起数学，我就心慌。后来，爸爸每天

辅导我，耐心地一遍遍为我讲解。渐渐

地，我发现数学题就像“迷宫”，只要找

到入口，总能顺利地走出去。现在，我

已经找到了数学的乐趣。

——王嘉懿 12岁

学数学，就像那句诗“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充满了挑战与

探索。做出一道超难的数学题时，我会

无比自豪；有时，我也会因为一道题和

别人争论不休。我发现，数学知识在生

活中真的很实用，计算成本、比较方案

等，都离不开数学。

——熊添翼 12岁

（本报记者 马晓冰 张文博）

掌握学好数学的“三把钥匙”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许多中小学生把数学视作学习上的“拦路虎”。家长如何帮助孩子与数学“破冰”？本期，我们邀请到成都市树德中学（光华校区）初中
数学教研组组长、年级组长肖德军，结合日常教学经验，给家长分享帮助孩子学习数学的“三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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