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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与逻辑：数学教学中的双重引擎

□ 段志贵

数学是一门严谨而又具有创造性的学科。学

生在学习数学时，不仅要掌握运算规则，得出正确

答案，更要学会思考，培养思维能力。如果说直觉是

学习数学的“灵感之源”，那么逻辑便是理解数学的

“规则之基”。直觉与逻辑，作为数学认知的两大支

柱，共同推进着数学学习的进步。然而，当前一些

教学方法过度强调逻辑训练，导致课堂缺乏活力；

另一些教学方法则片面追求趣味性，忽略了逻辑的

基础作用。这些现象促使我们深思——如何在数学

教学中平衡并发挥直觉与逻辑的双重引擎功能？

逻辑思维是数学学科的核心特征，也是数学学

习的重要工具。从生活到数学的抽象过程、运算规

则的掌握、问题解决的流程化、数学概念的结构化

等，都是逻辑思维的具体表现。直觉思维是一种快

速、整体、非形式化的认知方式，表现为对问题的快

速联想、整体感知与创造性猜想。脑科学研究表

明，儿童的右脑（负责形象思维）更为活跃，这使得

小学生在逻辑推理方面表现得较为薄弱，他们更倾

向于通过具象经验形成直觉思维。

认知心理学提出，直觉可以为逻辑思维提供方

向，逻辑则可以确保直觉思维的合理性。这要求数

学教师要善于创设情境，通过直觉启发，引导学生

进行逻辑推理；通过直觉感知，引领学生进行逻辑

归纳；通过直觉验证，发展学生发现规律的能力。

教师要把握和利用小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成就

感，设计逻辑思维任务，安排直觉思维活动，加强从

“直觉体验”到“逻辑抽象”再到“综合应用”的思维

进阶，从而发展学生用数学眼光观察、用数学思维

思考、用数学语言表达的能力，培养他们的核心

素养。

为了充分发挥直觉与逻辑的双重引擎功能，数

学教学中，首先，要注重创设生活化情境或利用图

形化工具，加强学生的直觉启发。其次，要着眼于

数学知识的发生、发展，帮助学生丰富数学认知和

逻辑结构。最后，要融合直觉与逻辑，让它们相辅

相成，综合应用。根据不同数学内容的教学需求，

有的可以直觉先行，逻辑跟进；有的可以逻辑主导，

直觉深化。需要注意的是，直觉训练和逻辑训练需

要与数学本质紧密关联，避免表面化。

要充分发挥直觉与逻辑的双重引擎功能，教师

需要锤炼自己的专业素养，在教学中扮演好不同角

色。教师是引领者，要基于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和

不同内容的教学需求，以生活化情境激活直觉，以

结构化问题驱动逻辑，达成教学目标。教师是合作

者，应在课堂教学中，和学生平等交流、展开合作，

适时提出一些学生力所能及的“是什么”“为什么”

“怎么办”等问题，激发学生的思维从直觉到逻辑，

再从逻辑到直觉，使他们深入探究和思考。教师是

观察者，通过学生动手操作或师生、生生互动，了解

学生的思维是偏重直觉判断，还是倾向逻辑推理，

从中发现学生思维的生长点。教师是评价者，需立

足学生的思维特点展开教学，不仅要关注学生数学

学习结果，还要关注学生数学学习过程，及时表扬

或修正他们的直觉和逻辑生成。

直觉点燃学生探索的热情，逻辑赋予学生思考

的严谨。数学教学中直觉与逻辑双重引擎功能的

发挥，必将把数学课堂转变为思维生长的沃土。唯

有如此，数学教学方能真正奏效，学生才能真正喜

爱数学，学好数学。

（盐城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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