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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猜想思维在数学教学中的重要性

现代的教育过程中，数学教学的学习依旧是枯燥乏

味的，数学的学习是为了开阔学生的思维，但是数学学

科的严谨性导致了数学的乏味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去进行教学，学生会一直停在一

个停滞不前的状态，导致猜想思维能力也比较差。 同时

因为学生自身存在的差异性，导致学生在初中数学中的

接受层次也发生了不小的差异，对学习的知识不懂得变

通，数学不是一个把知识点死记硬背就能掌握知识的学

科，数学的学习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将自己掌握的知

识灵活应用， 不然对知识没有一个连贯的思维逻辑能

力， 导致的结局就是遗忘或者放弃对初中数学的学习。
因此， 教师应该把培养的重点放在学生的猜想思维上，
让学生学到知识不再只停留在课堂， 下课就忘的状态，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培养提高学生的猜想思维，练习学生

的发散性思维，以此提高学生的判断能力，使他们增强

对数学课程的喜爱。
对于初中生来说正处于由青春懵懂的感性期向着

独立思考的理性期间过渡，思维能力也比较跳跃，不受

约束，所以在这个时期教师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猜想思

维能力。 数学作为一门学科，有着与众不同的逻辑能力

和较为抽象的意义的学科， 培养初中生的数学思维能

力，主要是想养成他们的数学思维习惯，然后可以大胆

思考，勇敢创新。 而学生在初中阶段正巧处于一个智力

成型的阶段，因此，在这个阶段如果教师能够很好地培

养学生的猜想思维能力，对于初中学生在日后的学习中

一定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注重

教学方式，用更科学严谨的教学方式来引导学生进行数

学的学习。
二、有效培养学生的猜想思维能力

在初中数学的教学中，猜想是根据自己所学知识以

及一定的经验积累，然后对数学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进

行推测判断。而在猜想思维中观察是作为它的基础所存

在的，观察的是否认真仔细，就决定了猜想结果的一个

方向问题。 因此在让学生在猜想之前，应该首先引导学

生学会观察，不要急于求成，而忽略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所以引导学生使用合理有效的观察发现，提取相关的讯

息，然后给他们一个猜想的空间，慢慢地引导学生有效

进行猜想，从而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
三、创设实验设计，激发猜想欲望

懵懂的初中生是好奇心最强烈的时期，而培养学生

合理的猜想思维能够使学生积极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
应该正确地利用好学生的好奇心，设计具有吸引力并且

合理的教学情景，最终达到活跃课堂氛围，让学生对学

习产生兴趣，最终达到教学目的，能够积极调动学生参

与其中，毕竟猜想是一切思想的开始，也是能够调动学

生探索新知识的起源。教师在情景中引导学生培养猜想

思维欲望，充分地调动学生参与学习和情景的热情和欲

望， 但猜想也是需要建立在一定知识的基础上存在的，
这也是发展猜想思维的必要条件，而数学解答的过程就

是一个冒险过程，需要学生具有冒险精神，自己愿意去

尝试用猜想思维去探索，让学生更加愿意去探索新知识，
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成就感，以此在以后的学习中对学

习更加有热情。 例如，在数学教学中“截一个几何体”的
教学时，教师需要准备，或者让学生准备具体的几何体，
然后根据学生的思维方式引导学生合理猜想，通过引导

猜想几何体图形的横截面是什么，然后鼓励引导学生进

行自主的实验，通过实验设计的结果，证实求证自己的

猜想。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较有力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

力和推理能力， 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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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初中教学难度的逐渐提高，对于学生思维的高度与难度也有待提升。学生对于猜想能
力的培养可以致使学生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创造能力以及较强的思维逻辑能力，而这些能力在数学的学习中是非
常重要的，初中数学教学中能够培养并解决学生的思维能力，是当代教育的一大核心问题，也是新时代对教师与学
生提出的新要求，初中数学已经不能以按照传统的方式方法去教学，而且想要用初中有限的三年使学生获得更多
的知识，培养学生更好的学习能力，就要培养学生的开创性思维能力，培养激励学生的数学猜想能力，使学生的能力
有一个较为高度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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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兴趣。
四、关注学生的解题步骤，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

力

关于数学的学习需要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从
一个现场中得出结论， 再通过结论推出另一个结论，都
需要进行科学严谨的推理。数学的学习需要学生具备这

种能力，因此初中数学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就需要关注学

生的解题步骤，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在数学题目

的练习中，解题步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体现了

学生思考的过程，因此初中数学老师在课堂教学中需要

让学生尽量写出完整的解题步骤，注意关注学生的解题

步骤，这样老师可以更加方便地看出学生在哪知一个环

节出现了问题，更好地对其提供帮助，培养学生的逻辑

思维能力。比如说，有的学生在解答数学题目的时候，他
的解题步骤完全正确，但是结果出现了错误，这就说明

这个学生可能比较粗心，老师就需要提醒他在计算的时

候需要注意再细心一些，如果这个学生的解题步骤出现

了错误， 则说明他对于这个题目的思考方向是错误的，
这个时候老师就需要关注他是从哪一步开始错的，然后

针对这个学生出现的问题， 对他进行更加细致的讲解。
在学生去找老师询问问题的时候，老师也不要急着告诉

学生应该怎么做，而是让学生先说说自己对这个题目有

什么想法，可以先听听学生自己的思考，如果学生的思

路是正确的，那么老师就可以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思路

去解答。 如果学生思路出现了错误，那么老师就可以提

出更加有针对性的解答。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意

识到逻辑思维能力在数学学习中的重要性，同时老师的

这种方式也有利于训练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例
如，在“等腰三角形的性质”这一课的学习过程中，教师

可以根据图形中所存在的联系和特点，来指导引领学生

大胆地猜想等腰三角形的特点，而这时候学生就可以根

据学过的三角形的定义，一步步地推理出等腰三角形中

会有至少两个锐角的存在等；如此一来，教师可引导学

生根据相关的知识，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推理能

力。学生也会在推理过程中根据自己所储备的实际知识

能力进行想象，然后从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中，推理出

与所要猜想的对象相近和类似的结论点。数学新知识是

需要层层叠加的，不是偶然成书，而这样一来就需要教

师有意地进行培养学生的猜想能力，指引学生养成良好

的推理学习习惯。
五、关注学生的解题步骤，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

力

有关于数学的学习需要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
从一个现象中得出的结论， 再通过结论推出另一个结

论，都需要进行科学严谨的推理，而在数学的学习中，逻
辑思维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初中数学的教育中，教师

要特别关注学生对于习题的解答部分，通过大量做题和

理解解题思路来慢慢培养学生关于逻辑的思维能力。众
所周知，在学习数学的道路上，离不开大量的刷题和了

解题型，所以在数学学习中，解题步骤是非常重要的，学
生对于题目的思考程度就在解题步骤上呈现，所以在日

常教学中，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把解题步骤写的尽量完

整，在这些解题步骤上可以体现出学生对题目的思考程

度，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教师在批改作业途中能

快速清晰地发现学生在哪一步出了错，在这个基础上可

以更好地指导学生对于知识点模糊的地方，节省教学时

间。 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进行培养，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思维不同，关于解题时出现的问题

也就不一样，有些学生解题步骤都是正确的，但是题目

的结果却出现了错误，这就说明了学生在解题过程中会

有一些粗心，需要在日常教学中引导他细心一点，有些

学生解题步骤出现了失误，说明他对这个题型的题目掌

握得不够熟练，作为教师就应该引导学生从错的那一步

找原因，针对找出的原因进行讲解，最终掌握这一类型

的题型。关于数学的教学可能有些学生会针对自己不擅

长的题型去专门找教师请教， 在这种时候教师应该注

意，不要直接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做，而是作为引导，让学

生先说出对于题目的理解，让学生先进行一个初步的思

考，再根据学生的思考，有针对性地进行解答，通过这种

让学生自己思考的方式， 去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最终达到我们的教学目标，并在潜意识里培养学生逻辑

思维能力。
六、结语

在初中教育阶段要培养学生关于数学的思维逻辑

能力，首先要对教学的模式有个清晰的目标，在现阶段

的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让学生观察

生活并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大胆举例是比较有效的教

学模式，教学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开发智力，更多的也是

服务于生活， 举例不管是对日常教学中对题目的理解，
还是在以后生活中的运用都是有一定帮助的，在数学教

学过程中会涌现出很多有利于最终教学目的的教学途

径，这也给新时代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变教学

理念，与时俱进，创新教学，最终培养出新时代的接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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