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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需要从
小开始培养，而在小学数学课堂教
学中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进行
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数学教
师，应依据自己的实际教学情况和
学生的理解程度有效地开展教学
创新工作，实现数学课堂的高质量
教学。

一、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
现状
（一）学生的思维模式受限。在

“图形的运动”数学知识中，教材中
所讲述的知识内容存在一定的抽
象性，这就要求学生应具备较高的
理解水平，这也意味着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会有较大困难。在传统的
数学教学活动中，由于教师和学生
之间的互动较为缺乏，对于学生在
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教师无法做到
及时地了解，进而导致教师对教学
方式的更新较为缓慢，对于教材的
讲解依然遵循自己固有的教学方
式进行。教师在图形运动的传统教
学模式的讲解中，只是较为单纯地
讲解了教材中的概念和定理，带领
学生将数学教材中的图片信息进
行了理解，这种教学方式存在一定
的固化现象，导致学生的思维模式
受限。例如，三角形面积数学知识，
通过对三角形面积计算的有效学
习，面对数学问题利用公式进行解
决，已经给出了计算三角形面积的
公式，但是，部分数学问题无法在

固定的思维模式中进行有效地分
析。在实际的计算过程中，学生有
时候会限制自己的思维方式，对于
公式已有深刻的印象，但是却在实
际的运用中不知从何处入手，达不
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二）区分知识点的教学环节

较为薄弱。在“数学广角———数与
形”章节中，提到了知识之间存在
的区别和联系，在小学数学的教学
中，教师通常循序渐进地对学生进
行理性思维的培养，使学生具备一
定的抽象分析能力和对问题进行
综合性解决的能力。在小学教育阶
段，其根本目标在于对学生进行逻
辑思维兴趣的有效培养，同时引发
其进行思考。但是通过调查发现，
目前，在小学数学的课堂教学活动
中，对于数学概念、知识点的区分
和联系的教学环节较为薄弱，使学
生对于知识无法较好地进行理解
和消化，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逻
辑思维。

二、采用差异化教学模式
不同的学生，其个人能力也存

在不同，这是不言而喻的共识。新
课改要求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尊
重学生之间存在的差异，在开展数
学课堂教学活动中必须使学生站
在主体的位置。所以，在数学教学
活动中，教师需要采用差异化的教
学模式，对于处在不同学习能力阶
段的学生采用具有针对性的指导

教学。同时，教师要鼓励学生自主
学习，进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同时，教师可以采用分层教学
模式，将学习能力不同的学生进行
分组，然后对学习小组进行有针对
性地教学，有助于教师有效把握学
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促进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数学学科具备了一定的
严谨性，其问题具有固定形式的答
案，但是，却有着瞬息万变的解题
过程。对此，教师针对数学的这一
特点对学生进行发散性思维的培
养，让学生对于问题的解答采用不
同的方式进行。通过这种形式不仅
使学生将之前所学过的知识进行
了巩固，同时通过学生对知识的不
断应用，使其建立完整的知识体
系，这对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性思维
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
在《分数的乘法》知识点的教学过
程中，在对分数进行乘法运算时，
不仅可以将同分数的分母和分子
进行约分，而且不同分数之间也可
以将分母和分子进行约分，对于具
体的约分顺序而言，则需要学生通
过自身的知识经验来做出正确判
断。判断的整个过程就是学生复习
和巩固乘法运算知识点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学生有效复习了分数
的特性，这样有助于学生在脑海中
对分数和乘法的数学知识进行有
效地整理，进而形成系统化的知识
结构。

三、重视动手操作的实践环境
培养逻辑思维需要学生有充

足的思维活动，并能利用逻辑思维
正确地解决数学问题。在数学课堂
的教学中，教师要多给学生创造一
些实践和动手的机会，积极地激发
学生对数学的热爱，进而培养学生
拥有科学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数学教师需
要过多地关注学生在学习中的逻
辑思考，引导学生要重视逻辑推
理，使学生在推理过程中得到更多
的启发，学习更多的数学知识，进
而帮助学生强化逻辑思维能力。例
如，在给学生讲述“余数”等相关知
识时，教师需要设计合理的教学活
动，教师可以给学生分苹果，让学
生把十个苹果平均分到四个果盘
中，学生在完成这个教学活动的过
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苹果不够
分，教师在这个时候要善于把握时
机，引入余数这个数学概念，给学
生详细地讲解有关余数的内容，这
样可以让学生深入地了解数学知
识，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获取更多的
相关内容，全面培养学生的动手能
力，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
四、以创意问题方式启发学生

的逻辑思维
教师还可以运用创意问题的

方式来启发学生的逻辑思维，通过
创意的知识问题引导学生的逻辑
思维，使他们通过正确的逻辑思维

方式来解决问题或疑
问。创意问题包括很多
种，它有创意的提问方
式、有趣的问题展示和

知识内涵等，这不仅能够激发学生
的课堂学习兴趣，而且还能够使他
们对问题的答案也产生浓厚的兴
趣。教师可以利用这种方式的特点
来开展数学课堂教学以营造良好
的学习氛围，同时让学生对创意问
题的知识内涵产生启发。例如，教

师在教学《线段、直线、射线》这一
课时，可以向学生提出问题“太阳

光线是什么线？”这个问题既与学

生的生活有关，也与他们所学知识

有关，教师可以接纳各种不同的答

案，并把这些答案看作是学生对现

有逻辑思维的理解和认识，进而再

对他们的答案加以指导，从而使他

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产生成长的空

间。
结束语: 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

培养一方面要通过数学知识教学，
另一方面，还需要借助生活的规律
和逻辑性，才能有助于学生对数学
各方面知识的深入理解，从而激发
他们的逻辑思维。在小学数学课堂
教学中，教师需要高度重视对学生
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因为学生学
习数学知识离不开逻辑思维能力
的运用，同时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
成长也需要对课堂教学知识的学
习。所以，教师要采取合适的教学
方法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进行
培养，以促进他们数学学习能力的
成长。

夜访周大新
文 /陈向红

小学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具体策略
湖南省耒阳市竹市小学 曾晗君

北京市写作学会 2022年学术前沿论坛成功举行
2022年 12月 18日上午，由北

京市写作学会主办的主题为“共同
富裕话语体系建构与媒体传播”的
2022年学术前沿论坛，在北京恒基
中心 1座 1703会议室和腾讯会议
上顺利举行。学会和北京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央财经大
学、北京工商大学、首都经贸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
所等首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领导、
专家学者 30余人出席了会议。
学会会长、北京大学陆地教授

首先致辞，并发表了题为《新时代
共同富裕政治话语的传播体系及
其特点》的主旨演讲，他说：共同富

裕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价
值追求。从古代“富者田连阡陌，贫
者无立锥之地”、“权有无，均贫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图景的
想象与描绘中可看出我国先民对共
同富裕理想社会的无限渴望。

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谭云
明教授和吴重生副会长分别发表了
题为《共同富裕学术话语的构成与
传播路径》、《共同富裕话语体系建
构与传播研究的特点和演进逻辑》
的演讲。谭教授认为：共同富裕的学
术话语是共同富裕官方话语与共同
富裕民间话语之间的沟通纽带，只
有构建好共同富裕的学术话语体系

才能实现政策目标的上传下达，才
能更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吴副会长认为：共同富裕话语体系
建构，是时代之需，人民之盼，国家
之福。因为只有构建好这一话语体
系，才能使我们的宣传工作入脑入
心。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
务处长、罗自文教授从话语的演变
历程、演变特征、面临问题和建构路
径四个维度，围绕《中国共产党共同
富裕思想演变及话语体系分析》展
开了详尽分析。北京工商大学传媒
与设计学院罗子明教授则以《共同
富裕与农业品牌建设》为题发表了

看法，提出乡村的共同富
裕必需农业品牌的推动。
中央财经大学陈端教授
以《民间话语体系在促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的
特点分析》为题，提出要
重视民间话语体系的特性和民间意
见领袖的作用。全国政协委员、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郭媛媛教授围绕《共
同富裕目标下媒体传播的效果》，指
出通过官方话语、专家话语和群众
话语的融合，去推进共同富裕理念
的“入眼———入脑———入心”，最终
推动共同富裕理念的行动转化，也
就是“见行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

闻与传播研究所王凤翔研究员则以
《共同富裕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群
众话语的关系研究》发表了看法，认
为官方话语是旗帜和方向，学术话
语是中间枢纽，而群众话语是源头
活水。

本次学术研讨会系北京市社科
联、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社
会组织资助项目。 (笑琰)

11月 14日晚 7点，学生正在
安静地自修，冬日的夜晚整个校园
显得格外的宁静，倏忽飘到跟前的
几片落叶让人不觉心生凉意，我撑
着伞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漫步，琢
磨着学生写作的突围之道。想让孩
子们爱上作文，养成分享的习惯，
把写作当做自己生活的一种需要，
写让自己满意的作文，过让自己满
意的人生，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突然，一通电话降临，让我猝不

及防地遇见幸福。电话是吴重生先
生打来的，他告诉我茅盾文学奖得
主周大新老师刚好在杭州休假，晚
上若有空，可以去向他讨教一下。
得此喜讯，我激动不已。周大新老
师不仅是卓有建树的作家，还是位
声名显赫的将军，想到可以当面请
教创作的秘诀，我忙不迭拉上余老
师马上打的出发。

汽车一路疾驰，窗外雨声渐
浓。约莫半小时后，在美丽的西子
湖畔，在迷蒙的夜色中，我们见到
了景仰很久的周大新先生。周先生
如我们想象的一样高大威猛，一米
七九的身高，虽六十开外，但腰板
挺直，精神矍铄，目光如炯，英姿飒
爽，气度不凡。但是周先生也有超
乎想象的一面，那就是非常随和，
那是常人都不能抵达的随和。见我
们下车，先生擎着雨伞过来迎接我
们。让先生早早在寒凉的雨幕中等
候，我俩十分过意不去，忙不迭致
以歉意。先生温和地说：“下雨怕你

们没带伞，宾馆的路曲迂不
好找，到门口接是应该的。”
多少次想过先生一生戎马
倥偬、半辈子军旅劳顿、英
勇豪迈，但就是没想到先生如此温
暖细腻、平易周全。我俩都十分感
动。

到了先生的房间，我们见到了
美丽的师母。师母也是一样的平易
随和，温暖亲切。岁月没有在她的
脸上留下太多印记，她面庞光洁，满
是笑意。师母笑声朗朗地迎接我们
坐下，还满足我们小辈的热盼，认真
地帮我们与周先生合影，又询问我
手上戴的手环是什么？我说是刻着
我们学校校训的七彩爱心环，上面
有“七彩江南，为爱而来”八个字。
周先生和师母连声说好，并给予充
分肯定，说，“中学时代就是要培养
孩子们的爱心。只要内心有爱，眼
中有光，就一定能成长为有为青
年。”当我提议给先生戴上江南的手
环时，没想到先生竟兴致勃勃地同
意，并亲手戴上。这一刻，我觉得小
小的彩环链接的不仅仅是文学，更
是先生、师母对江南的情谊，展现的
是先生对教育的深切情怀与后辈的
殷切期盼。周先生还一再表示，因
为疫情防控，所有行程都需要报备，
不能随意更改，不然非常想到江南
看看可爱的孩子们，给孩子们讲讲
无穷魅力的文学，讲讲令人向往的
军旅生活，讲讲荡气回肠的人生故
事。后来，我们约定，等到来年春暖

花开，疫情缓和，周先生定携夫人来
江南走走，给孩子们指导指导。
在聊天的过程中以及先生送我

们出来的一路上，我们分秒必争请
教了关于写作的许多问题，比如怎
么培养文学的兴趣，怎样在有限的
人生经历中写出深刻的小说故事，
怎么突破当前写作的瓶颈地带不断
提升自己的水平与能力？先生不厌
其烦，都一一给予了解答。先生说，
写作的水平与人生一样，必然要经
历几个阶段，比如先是真实叙事，将
生活中的人和事真实地勇敢地写出
来，等过了一定阶段，阅历多了，思
考深了，散文中自然就会多一些思
辨和哲理。这需要沉淀，急不来。对
于怎么创作小说，他说要代入法，要
将小说中的人物代入为生活中真实
的人，想想他们在特定的遭际下会
怎么说怎么做，这样人物就会真实。
深奥的道理在这位文学大咖的诠释
下竟然那般易懂能学。周先生告诉
我们，用心生活的人，用眼睛仔细凝
视生活的人，生活会给予他取之不
尽的素材，也会让他写出具有生活
气息和一定深度的文学作品。先生
还说，早些年时他基本坚持每天十
多个小时的创作，早上五点多就起
床写作，有时晚上也会写得很晚。
现在加班会少一些。这不由让我不

感叹，没有一个成功的人是不
勤奋的。业精于勤，真是一句颠
簸不破的真理。

我向周大新先生汇报了学
校作文教学的一些尝试与创新做
法，比如开设作文聊天课，让作文成
为一种家常，让作文走下象牙塔，变
成平素耳熟能详的一种生活存在；
比如倡导真实写作，真实经历，创设
真实的情景，采访身边真实的人物，
让学生亲历写作的全过程，在构思、
创作、修改、评价中建构意义，提升
水平，涵养品德；我还与先生说，学
校拟创办一份校刊，取名为“满意作
文”，因为满分作文是可遇而不可求
的，它不仅与写作者水平有关，还与
特定的命题要求、写作心境、改卷者
阅读兴味甚至心情都密不可分，而
且满分作文给人有些功利的感觉，
仿佛作文唯分而论，分数是评判作
文优劣最显性的标准。而满意作文，
强调从自己需求出发，写作主要为
了记录过往，珍视现在，它不求全责
备，注重为自己写作，抒发真性情，
让自己满意。先生听了，表示非常
赞同。认为满意作文这一提法非常
有新意，也抓住写作的本质，倡导
“写自己”的文学主张，让人重新审
视作文的功用，重视作文的品格涵
养的作用，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也
契合当下新课程的要求。

当我们提出希望周先生能为
《满意作文》题字时，先生欣然提笔，
写下几个遒劲的大字———“写出满

意作文，锻炼写作能力！”。还说等回
到北京，马上就给我们用毛笔题字，
后来果然不出三天，我们就收到了
先生的墨宝，那对我们来说真是如
获珍宝！江南何其有幸！这真的要感
谢吴重生先生的举荐。吴重生先生
与周先生是多年的挚友，两家家人
也都非常熟悉。言谈间，周先生对
吴重生先生是满满的夸赞，无论是
为人处事，还是才情才学。其实，两
位先生都是同道中人，英雄惺惺相
惜。他俩虽然都身居高位、才绝当
世，但都侠骨柔肠，特别仗义，特别
温暖，特别平易。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吴重生先
生的诗集《太阳被人围观》一书以及
两位先生相同的太阳情怀。是的，
这个时代不缺乏大家，只是很多时
候我们没有用心阅读与膜拜。

回去的路，我眼前不断浮现周
先生在门口接我们、送我们的情景，
以及那真切朴实充满温暖的招手，
一如语文课本中张中行先生写的叶
圣陶先生那样“到东西八条他家去
看他，告辞，拦阻他远送，无论怎么
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
阶，送到大门外才告别。他鞠躬，口
说谢谢，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
去。”
回去的路上，我的口中不断叨

念着这一句诗：“愿我们用心中的光
温暖彼此”。 (作者系浙江省
正高级特级教师、杭州市人大代表、
萧山区江南初中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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