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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数学推理能力培养探析

徐慧川

(西昌学院 艺术系
,

四川 西昌 6 1 5 0 2 2 )

【摘 要】 推理 能力是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

培养学生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始终是

数学教学的重要 目标之 一
,

在教学中必须重视培养学生的推理 能力
。

培养 良好 的数学思维习惯
,

增

强学习数学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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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是古老而年轻的问题
,

许多数学家早有明

确定义
。

新的课程理念要求数学教学从知识本位转

向能力本位
,

把培养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
、

运用

已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其重要任务
。

新

课程标准指出
: “

数学在提高人的推理能力
,

抽象能

力
,

想象力和创造力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
。 ”

同时
,

新课程标准认为
,

对所有公 民来说
,

抽象思维和形象

思维水平
,

统计观念
、

合情推理与演绎推理能力都是

不可缺少的
。

可见
,

培养学生推理能力是数学教学的

重要 目标
。

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是初等数学的启蒙阶段
,

揭示的是数与形的最基础知识
。

在这个阶段学生的

思维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
,

逐步过渡到抽象逻辑思

维
,

但这个阶段的抽象逻辑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是

直接经验与感性经验相联系的
。

因此
,

在教学中要注

意学生思维发展的实际水平
,

重视学生之间的个体

差异
,

有的放矢地加 以训练
,

逐步培养学生的推理能

力
。

1
、

数学思维的特点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与内部规律

性的概括的间接的反映
。

数学思维是指人脑和数学

对象 (空间形式
、

数量关系
、

结构关系 )交互作用并按

照一定思维规律认识数学内容的内在理性活动
。

它

具有一般思维的性质
,

同时
,

它又具有 自身的数学特

性
:

概括性
、

问题性
、

逻辑性
,

数学思维的材料和结果

都是数学内容
。

有效的思维方法可以促进数学学习
,

在中小学数学教学中
,

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
,

教

给他们正确的思维方法
,

是每个数学教师不容推辞

的责任
。

思维的主要方法为
:

分析与综合
、

比较与分类
,

抽象与概括等
,

并以概念
、

判断
、

推理为思维的基本

形式
。

收稿 日期
: 2 0 04 一0 6一 23

作者简介
:
徐慧川 ( 1 95 6一 )

,

女
,

副教授
。

DOI : 10. 16104 /j . i ssn. 1673 -1883. 2004. 03. 047



第 3期 徐慧川
:

中小 学生数学推理能力培养探析 15 5

2
、 ·

数学推理

推理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推出一个新判

断的思维方式
。

已知的判断叫做前提
,

推出的新判断

是结论
。

在中小学教学中数学推理主要有下列方法
。

2
、

1 归纳推理
。

归纳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推理
,

中小学数学中的许多概念法则
,

公式都是运用归纳

推理
,

从特殊事实得到一般原理
,

即通过一些学生熟

知的个别生活实例或数学问题
,

在进行观察
,

比较
、

分析
、

综合中归纳出一般结论
。

归纳又分为不完全归

纳和完全归纳
。

2
、

1
、

1 不完全归纳法 (又称简单枚举法 )
。

不完

全归纳是不讨论所研究对象的一切具体情况 的归

纳
。

这种方法在中小学数学教学中使用广泛
,

不完全

归纳法在试验和观察的基础上
,

通过知觉和表象等

来研究新的抽象概念和判断是十分恰当的
,

这一过

程体现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学习原则
。

需要注意的是
,

根据不完全归纳做出的结论有时可能是错误的
。

使

用这种推理方法时应十分谨慎
。

例如
:

数学家费尔玛

曾考察过形如 (F
n ) = 2 ,

+l (
n 二 N )的数

,

他发现当
n =

l
,

2
,

3
,

4时为素数
,

于是他由不完全归纳推理得出结

论
,

所有形如 F ( n)
二2 +l ( n o N )的数均为素数

,

后来

数学家欧拉发现
:
4 1} ( 2 ” + 1 ) 。p r ( 5 ) = 2 ’ ` + 1不是素

数
,

推翻了费尔玛的这个结论
。

2
、

1
、

2完全归纳
。

完全归纳的结论比不完全归纳

法可靠
。

它是讨论所研究对象的一切具体情况的归

纳
。

归纳推理也广泛地应用于中小学数学中
,

有些定

理若给予严格的逻辑证明
,

学生往往难 以理解
,

因而

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归纳出一般的结论
。

如圆周角定

理的证明
,

在教学中是考察下面三种情形
:

①圆心在

圆周角内部
。

②圆心在圆周角外部
。

③圆周角的一

边过圆心
。

分别加以推导
,

最后才得出结论
。

而对一

些需证明的定理
,

先用归纳法建立猜想
,

再进行逻辑

证明
。

如任意多边形的外角和等于 3 6 0就是 由三角

形
、

四边形
、

五边形的外角和是 3 60 归纳出一般结论
,

再进行逻辑证明得到的真命题
。

2
、

2 演绎推理
。

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推

理
,

它以某一类事物的一般判断为前提对该类事物

中的特殊事物做出判断
。

演绎推理的基本方式是三

段论证法
,

即
“

大前提
、

小前提
、

结论
” 。

演绎推理的正

确性
,

取决于两个前提的正确性 ; 或大前提正确
、

且

小前提 中的事物包含在大前提所指事物 的范围中
,

只有这时推理的结论才正确
。

如
: 不能被2整除的数

叫奇数 (大前提 )
,

17 不能被 2整除 (小前提 )
,

所以 17

是奇数 (结论 )
。

中小学生在推理时
,

往往省略其中的

一个前提
,

如上例中的大前提
,

这是受思维发展的限

制产生的正常情况
。

因此
,

新课标明确要求通过义务

教育阶段的数学学习
,

学生能够
“

经历观察
,

实验
、

猜

想
、

证明等数学活动过程
,

发展合情推理能力和初步

的演绎推理能力
,

能有条理地
,

清晰地阐述 自己的观

点
。 ”

2
、

3 类比推理
。

类比推理是从个别到个别的推

理
,

它根据两个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
,

推出它

们的其他属性也可能相同或相似
。

在中小学数学教

学中
,

常常利用新旧知识间的某些相似处进行类 比

推理
。

如根据整数乘法的意义推出分数乘法的意义
“

求一个数的几倍
”

类推为
“

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
” ;

根据除法
,

分数与 比之间的内在关系
,

由除法的商不

变的性质
,

推出分数 的基本性质和比的性质
,

在中学

数学中常把空间与平面
、

数与形
、

无限与有限进行类

比
,

从而导出有关的性质或命题
。

类比推理是一种或然推理
,

与不完全归纳法有

共同之处
,

它所做出的结论有时可能是错误的
。

尤其

是许多数学符号的形式类似
,

但意义完全不同
,

学生

往往根据形式乱用类比产生的痕迹性错误
。

如把
a

(b + e )与 S i n ( x + y )类 比
,

造成因为
a ( b + e ) =

ab + a e ,

所

以 S i n ( x + y ) = S ixn + 5 1叮的错误
。

2 .4 合情推理
。

合情推理又称似真推理
,

是一

种合乎情理
,

结论好像为真的推理
。

归纳与类 比是合

情推理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两种形式
。

如
:
分式与分数

在表达形式
、

基本性质
、

运算法则等方面都非常相

似
,

如果进行分式的教学时
,

引导学生合情推理
,

建

立猜想
,

那么关于分式的许多结论都可以由学生 自

己推出
。

合情推理对于鼓励学生建立猜想
,

培养学生的

创造意识
,

激起学生的创造欲望有较大的作用
。

因

此
、

在新课改中得到充分的重视
。

3
、

推理能力的培养策略

新课程标准指出
“

课程 内容的学习
,

强调学生的

数学活动
,

发展学生的数感
、

符号感
、

空间观念
、

统计

观念
、

以及应用意识与推理能力
, ”

使学生
“

具有初步

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 。

就发展学生推理能力而

言
,

中小学生受思维水平的影响逻辑推理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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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
,

教学只要做到使学生增长知识与发展能力协

调同步
,

学生会从几个基本事实出发
,

采用归纳
、

演

绎
、

类比等方法证明相应的命题
,

就可以说学生具有

了初步的推理能力
。

3
、

l 创设情境
,

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思维材料

为了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
,

教学中要注意创设

情景
,

选好典型事例
,

给学生的思维提供足够的感性

材料和理性材料
。

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
,

由于其思

维以直观行动思维为主
,

教师更应该为他们提供具

体的感性材料
,

让他们通过具体实物或实例获得充

分的感知
。

如利用课本上的插图
,

教师的教具演示
,

学生的学具操作
,

让学生 自己动手
,

动眼
,

动脑通过

比较
,

观察
、

分析
、

综合得初步的数学概念
。

对于中
、

高年级的学生
,

尤其是7

—
9年级的学

生
,

他们已具有初步的演绎推理能力
,

能根据提供的

理性材料
,

利用演绎推理进行命题证明
,

因此在教学

中要充分挖掘教材的逻辑因素
,

为学生的推理提供

足够的理性材料
。

3
、

2 激活思维
,

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思维空间和

时间

学生学习数学建立在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和自

身独特的思维方式之上
。

因此
,

数学的学习内容应富

有挑战性
,

以激活学生思维
,

让学生有兴趣地思考
,

可使学生不仅在能力上而且在情感上获得成功的体

验
、

建立 自信心
,

体验数学活动中的探索和创造过

程
,

从而提高推理能力
。

在课堂教学中应尽可能多的

给学生提供广阔的思维空间和充分的交流时间
,

凡

是学生能探索得出的
、

决不替代 ;凡是学生能独立思

考的决不暗示
,

激发他们解决问题的欲望
。

教学中要让学生充分体验数学问题的趣味性和

挑战性
,

感受教学思考过程的严谨性和结论的确定

性
,

通过 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
,

根据具体问题选择不

同的推理方法
,

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和技能
,

养成推

理的习惯
。

如学习
“

笔算多位乘法
”

可以让学生在笔

算两位数乘法的基础上独立思考
,

类比分析
,

实现方

法的迁移
。

3
、

3 自主探究
,

养成良好的思维

新教学观强调重视学生的自主探究过程
,

通过

学生 自主探索
,

动手
,

动脑
。

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

使

学生不仅在数学学习中
,

而且在 日常生活中
,

遇到问

题都要运用已有的知识
、

经验进行推理
,

不盲 目的地

下结论
,

形成实事求是的态度
,

养成进行质疑和独立

思考的习惯
。

因此
,

教学中课题学习不应该设计得太

死
。

教学步骤严谨
、

指导细致
,

虽然便于操作
,

但学生

的活动及思维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

不利于学生思维

的发展及个性品质的形成
。

基于此
,

新课改倡导发现

学习
、

探究学习
、

研究性学习
,

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获得的体验和个性化的创造性表现
,

使学生通过

推理体验数学活动充满着探索与创造感受数学的严

谨性以及数学结论的确定性
。

3
、

4 重视数学语言的表述
,

发展推理能力

思维发展与语言表达有密切的联系
,

语言是思

维的结果
,

也是思维赖 以进行的载体
。

数学语言包括

书面语言和 口头语言
,

数学符号
、

图例等是数学书面

语言
,

大
、

小
、

和
、

倍
、

等是口 头语言
。

数学语言具有准

确
、

简练
、

严谨的特点
,

在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时
,

必

须训练数学语言的表达
。

分不同年级进行不同要求

的语言练习
,

如在小学低年级要求学生先想后说
,

能

用完整的句子进行表述
,

但在初中
,

要让学生理解合

情推理
,

体会逻辑推理的必要性
,

掌握证明命题的逻

辑推理步骤
,

用精确简练的数学语言说出证明过程
,

能有条理地
、

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

培养学生在数

学学习和运用过程中能与他人交流思维的过程呼结

果
,

在解决问题的活动过程中发展学生的思考与交

流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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