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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评论】

数学阅读在培养高中数学核心素养中的作用 （下）

师　 轶

（南宁市第三十三中学，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１）

【摘　 要】 数学阅读能力差是学生学不好数学、 考试失分的重要原因之一。 数学阅读是

高中生独立获取数学知识的核心能力， 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有效方法， 是培养高中生数学

核心素养的重要渠道。 数学阅读策略的类型包括推理性阅读、 归纳性阅读、 反思性阅读、 分

析性阅读、 抽象性阅读、 概括性阅读、 变式性阅读和系统性阅读。 数学阅读策略的培养要多

种器官协同参与， 要与质疑辨析相结合， 要用好教科书中的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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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学阅读策略的类型
结合数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严密的逻

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等特点， 数学阅读可以

分为以下类型。
１ 推理性阅读

推理性阅读就是运用数学推理的思维方

式进行数学阅读。 推理性阅读有利于培养逻

辑推理素养。 包括对数学概念的推理性阅读，
对数学定理、 公式的推理性阅读， 对数学问

题解决的推理性阅读。 如学生在解答立体几

何问题时， 常常存在有思路却无法用文字语

言和符号语言表达、 证明， 以及解题或证明

过程烦琐、 不规范等问题。 这种会想而不会

写的症结在于学生不能熟练地实现三种语言

的相互转化， 看不出图形中的位置关系， 看

出的位置关系不能用符号语言写出来， 想到

的思路不能用符号语言表达出来， 导致逻辑

推理能力不强。 在教学中， 教师应从思路到

推理步骤进行系统的讲解， 对图形语言向符

号语言或文字语言的转化进行规范的板书，
给学生完整详细的推理示范。 教师指导学生

在读题时将文字语言、 符号语言转化为图形

语言， 在读图时将图形中的位置关系转化为

数量关系， 要求学生在证明问题时详细地写

出推导、 证明的步骤， 将逻辑推理素养的培

养落实在读题、 读图、 想图、 作图的过程中。
２ 归纳性阅读

归纳性阅读就是运用归纳的思维方式进

行数学阅读。 数学阅读不能停留在对知识的

识记、 理解、 运用等浅层次阅读上， 而是要

进行分析、 比较、 归纳等深层次阅读。 如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