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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数学推理意识培养
策略的实践研究

黄　 蕾

　 　 【摘　 要】推理意识主要是指对逻辑推理过程及其意义的初步感悟. 培养推理意识是学生建构数学知识体

系的重要基石,为有效培养学生的推理意识,教师要充分重视数学推理教学的教育价值,通过从已知到未知、
从猜想到验证、从单一到多元、从思考到表达等培养策略,逐步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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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宁中教授指出,数学教学中的核心素养,是指

具有数学基本特征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

展需要的人的思维品质与关键能力,主要包括数学

抽象、逻辑推理、数学模型[1] .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2022 年版)》把推理意识列为小学阶段核心素养

的主要表现之一,培养推理意识成为学生数学知识

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石.

推理意识主要是指对逻辑推理过程及其意义的

初步感悟. 其主要表现为:知道可以从一些事实和命

题出发,依据规则推出其他命题或结论;能够通过简

单的归纳或类比,猜想或发现一些初步的结论;通过

法则运用,体验数学从一般到特殊的论证过程;对自

己及他人的问题解决过程给出合理解释[2] .

为有效培养学生的推理意识,教师在教学中可

以通过创设引发猜想的情境,促使学生探究与发现,

激发其推理需求;引导学生经历“仔细观察、大胆猜

想、小心求证、运用论证”的推理思维全过程,丰富推

理经验;通过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分析和有理有据表

达,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一、从已知到未知,激发推理需求

推理是由已知判断(前提)推出未知判断(结

论)的思维. 不难发现,对于一些概念、法则、公式等,

有些学生已经通过其他途径有所了解,但基本没有

经历过知识的探究过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这

就要求教师基于学情,找准认知起点或认知冲突点,

通过创设有价值的问题情境,点燃学生的探索兴趣,
激发其内在的推理需求,引领学生经历基于一些事

实、经验提出猜想与假设,依据规则开展探究,从已

知引向未知的过程.
例如,教学沪教版《数学》①五年级第一学期“平

行四边形的认识”时,教师先用表 1 复习长方形、正
方形的特征,再回顾两者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创设

“用两条长方形透明色带交叠出四边形”的操作活动

(见下页图 1),学生观察并发现交叠出的四边形都

是平行四边形. 由此提出问题:为什么交叠出的四边

形都是平行四边形呢? 你能用学过的知识来说明理

由吗? 引导学生从已知的长方形对边平行这一特征

展开推导,即因为四边形的两组对边分别是两个长

方形的两组对边的一部分,长方形对边平行,所以交

叠出的四边形的两组对边也分别平行. 从而揭示概

念: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叫作平行四边形. 这
个过程实现了从已知到未知的转化、从旧知到新知

的迁移.
表 1 长方形、正方形的特征

边 角

对边

平行

对边

相等

四条边

相等

对角

相等

四个角

相等

长方形 √ √ √ √

正方形 √ √ √ √ √

　 　 又如,在教学“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时,先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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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探究: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可以怎么求? 再展示

学生的两种不同方法(图 2),引导其进行讨论和

说理.

图 1

图 2

生 1:我同意方法 1. 因为长方形是特殊的平行

四边形,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宽,那么平行四边形

的面积也是长乘宽,也就是把相邻的边相乘.

生 2:我也同意方法 1. 如果我把平行四边形

“拉”成长方形,长方形长 8cm,宽 5cm,长乘宽等于

40cm2,也就是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生 3:我不同意方法 1. 我用方格纸来数这个平

行四边形的面积(图 3),先数整格有 26 格,再将不满

整格的两两相拼,能拼出 6 个整格,26 + 6 = 32(格) .

所以,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 32cm2,方法 2 的答案才

是对的.

图 3

生 4:我也不同意方法 1. 把平行四边形“拉”成

长方形,边的长度没变,但面积变了,所以不能用

“8 × 5”计算.

教师适时地用多媒体演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发

生变化的过程,让学生明白用邻边相乘求平行四边

形的面积是错误的.
生 5:我认为方法 2 是对的. 如果沿着这条高剪

开,再把左边的三角形拼到右边,形成一个长方形,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与原来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相等.

这个长方形的长是原来平行四边形的底,宽是原来

平行四边形的高,所以用“8 × 4”就能求出平行四边

形的面积.
学生根据已有长方形的面积公式进行类比推

理,最先想到用相邻两边的长度相乘得到面积. 但通

过数格子、多媒体动态演示的直观方法证明了用邻

边相乘求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错误的. 这时,学生就

会产生认知冲突并形成新的猜测:用底乘高求平行

四边形的面积可以吗? 这一猜测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使学生的推理需求更为迫切,推理的意识被唤

醒;同时,因为有了失败的经验,学生的验证和说理

过程会更为严谨.

二、从猜想到验证,经历推理过程

猜想和验证对推理意识的培养至关重要. 研究

表明,有效的推理教学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需要

教师有意识地创设情境,鼓励学生通过观察、实验、

归纳、类比等方法获得数学猜想,并能进一步寻求证

据,运用数学工具细致地验证,经历推理的全过程,

从而抽象、归纳出一些初步的规律和结论.

例如,在教学四年级第二学期“小数的性质”时,

教师先鼓励学生大胆猜想:0. 3 和 0. 30 哪个大? 当

学生凭借直觉得到 0. 3 = 0. 30 时,教师不急于给出

判断,而是引导学生小心验证,经历推理的全过程.

学生先运用数射线、分数模型、计数单位、单位换算

等已有的知识和数学模型,有理有据地分析、验证猜

想的正确性;再通过举更多例子并说理,经历由特殊

事实到一般原理的抽象过程,最后归纳出小数的性

质就水到渠成了.

又如,在教学四年级第二学期“相等的角”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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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创设游戏情境:限时 10 秒,画出一个与∠1 相等的

角∠2. 大部分学生想先量出∠1 的度数后再画∠2,

但 10 秒的时间明显不够;个别学生通过反向延长

∠1 的两条边画出了∠2(图 4). 有学生质疑:这样画

出的∠2 与∠1 相等吗?

图 4

方法 1:度量验证.

生 1:我用量角器测量了∠1 和∠2,都是 58°,所

以∠1 = ∠2.

生 2:我量出∠1 =59°,∠2 =58°,∠1≠∠2.

方法 2:计算验证.

生 3:我只用量角器测量了∠1 = 58°,因为∠1 +

∠3 = 180°(∠3 为∠1 的邻补角,下同),所以∠3 =

180° - ∠1 = 180° - 58° = 122°. 又因为∠2 + ∠3 =

180°,所以∠2 = 180° - ∠3 = 180° - 122° = 58°. 所

以,∠1 = ∠2.

方法 3:推理验证.

生 4:因为∠1 + ∠3 = 180°,∠2 + ∠3 = 180°,

∠3 为公共角,所以不需要度量也能直接得出∠1 =

∠2. 　

通过三种方法的比较,学生经历了“度量两个角

(可能存在误差而影响所要验证的结论)—只度量一

个角(虽然也可能存在误差,但不会影响所要验证的

结论)—直接推理验证(利用特殊角和公共角)”的

过程,感受到数学的严密性与逻辑性.

三、从单一到多元,丰富推理经验

在小学阶段,学生学习概念、法则、公式、定律

时,主要借助较丰富的具体实例,通过观察、猜想、分

析、验证等过程逐步抽象、概括得到. 在此过程中,发

展了合情推理的能力. 但也不难发现,学生还能从已

有的事实和确定的规则出发得到结论,并通过逻辑

推理来证明结论的正确性,上述过程蕴含了演绎推

理. 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在学生的数学学习中相辅

相成. 因此,教师既要给学生的数学思维插上发现的

翅膀,让他们体验合情推理,也要让学生经历严谨扎

实的演绎推理过程,丰富推理经验.
例如,在探究平行四边形“对边相等、对角相等”

的特征时,大部分学生是通过测量四条边的长度和

四个角的角度来验证的. 也有一部分学生是把平行

四边形沿对角线剪开,得到两个三角形,发现旋转后

可以完全重合,从而得到平行四边形的两组对边分

别相等和一组对角相等. 这时,教师可以顺势引导学

生思考:另一组对角怎么验证其相等呢? 学生大多

认为可以还原后再沿着另一条对角线剪开,从而验

证另一组对角也相等. 教师追问:能不能只剪一刀,
同时验证出两组对角、两组对边分别相等?

组 1:我们还是先沿着对角线剪开,旋转后两个三

角形完全重合,可以证明两组对边相等,∠1 = ∠6,同
时还知道∠2 = ∠5,∠4 = ∠3,所以∠2 + ∠4 = ∠3 +
∠5,旋转回去也就是另一组对角相等(图 5) .

图 5

组 2:我们将这个平行四边形对折,剪开. 旋转

后两个平行四边形完全重合,可以证明两组对角相

等,一组对边相等. 因为这里的 a1 = a2,a3 = a4,所

以a1 + a4 = a2 + a3,旋转回去也就是另一组对边相

等(图 6) .

图 6

组 3:我们先通过画两条对角线找到中心点,然

后经过中心点画一条线并剪开,旋转后能够得到两

组对角相等,一组对边相等. 另一组对边我们通过推

理证明它们也相等(见下页图 7) .
学生观察图形特点,类比长方形、正方形特征

后,对平行四边形边、角等特征进行猜测,并利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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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通过测量、剪拼形状与大小各异的平行四边形进行验

证,归纳出平行四边形的特征. 在此过程中,学生更多

的是凭借经验和直觉作出合情推理,停留在“知其然”
的水平上. 于是,教师因势利导地启发学生:只剪一刀,
你能同时证明对边、对角相等吗? 由单一的合情推理

引向合情推理与演绎推理结合. 学生从“动手操作说

明”到“操作与推理并用”再到“用三段论进行演绎说

理”,体现了思维过程从直观具体的形象思维向抽象的

逻辑思维过渡[3],经历了完整的探究推理过程(图 8),
丰富了推理经验,深化了对推理过程和意义的感悟.

图 8

四、从思考到表达,养成推理习惯

发展学生的推理意识能促进学生的数学表达,
而数学表达又有助于学生推理意识的形成. 因而,在
教学中要鼓励学生用数学语言合乎逻辑地进行讨

论、质疑和论证,逐步培养“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考

过程和思考结果,对他人的问题解决过程给出合理

解释”的推理习惯,养成严谨的数学思维.
例如,在教学三年级第二学期“解决问题”时,教

师创设了“元旦迎新活动小胖负责分饮料”的情境:
小胖打算将 6 瓶橙汁分给 20 位同学,当他倒满

12 个小杯时,发现小杯正好用完,剩下的橙汁只能用

大杯来装. 如果大杯也都倒满,那么这些橙汁够分给

每人一杯吗? (图 9)

图 9

生 1 通过画图的方法来思考(图 10):

图 10

生 2 通过画线段图的方法来思考(图 11):

图 11

学生在探究过程中,通过阅读文本提取关键的

数学信息,再将相关信息转化为图示进行表征,凸显

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 同时,学生也能有理有据地给

出合理的解释. 可见,注重思考与表达,能逐步培养

学生良好的推理习惯.
推理意识关乎学生“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

界”的水平,教师要充分重视数学推理教学的教育价

值,通过从已知到未知、从猜想到验证、从单一到多

元、从思考到表达等培养策略,加深学生对推理的形

式与内涵的理解,积累推理方法和推理经验,达到逐

步提升数学核心素养的目的.

注释:

①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指教材均为沪教版《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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