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数学教师读书笔记摘抄(精选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来小
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数学教师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如何提高自己的数学素养，让自己的课更有数学文化的味道，
是每一个数学教师时时牵挂的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我阅读
了郑毓信、王宪昌、蔡仲三位教授共同编写的《数学文化学》
一书，通过阅读，让我真正明确了数学教育的意义及实质，
对数学教育的目标及达成方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本书从古希腊数学的起源讲到当今飞速发展的数学，在我
面前展示了一个数学发展的历史长卷，曾经在小学数学教材
中出现的人物一一跃然纸上，通过对西方的数学与中国的数
学发展史进行对比，使我对历代数学名家在数学方面的主要
贡献及数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这本书又
不是单纯地历史的叙述，教授以自己的视角进一步阐述了什
么数学能够称之位一种文化，及将数学作为文化看待的意义，
让我对数学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刻。

全书对我启发最大的是“从教育的角度看数学文化”这一部
分的内容，笔者强调，我们应当注意纠正这样一种倾向，不
能一味地强调数学的工具的作用，然而目前，我们中、小学
的数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将数学作为一种工具来进行传
授，在我们的日常教学中，应当更为重视数学思维的训练与
培养。

“一个没有相当发达的数学文化的民族是注定要衰落的，一
个不掌握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民族是注定要衰落的，我们应



当努力建立民族或国家的清醒的数学意识。”我想，我们应
当把思维方法的训练渗透于日常数学教学活动中去，应当以
思想方法的分析去带动、促进具体数学内容的教学。

书中提到肖先生借用了清代文学家袁枚关于“学、才、识”
的论述来说明三项数学教育目的，他认为广义的数学教育不
是把数学仅仅视作为一件实用的工具，而是通过数学教学达
至更广阔的教育功能，包括数学思维延伸至一般思维，培养
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态度、良好的学风和品德修养，也包括从
数学欣赏带来的学习愉悦以及知识的尊重我们必须理清三者
之间的关系。与具体的数学知识的学习比，数学的文化价值
（包括思维训练和文化素养）更为重要。

数学教师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最近读《数学思维与小学数学》(郑毓信著)，感触颇深。书
中讲到：小学数学，异常是低年级数学教学的一个特殊之处：
我们应以数学为素材，也即经过具体数学知识的教学帮忙学
生学会抽象、类比等一般的思维方法，同时又应当帮忙学生
超越一般思维走向数学思维，也即初步的领悟到数学思维的
特殊性，从而就能在“学会数学的思维”这一方向上迈出坚
实的第一步。仅有经过深入的揭示隐藏在数学知识资料背后
的思维方法，我们才能真正的做到将数学课“讲活”、“讲
懂”、“讲深”。这就是指，教师应经过自我的教学活动向
学生展现“活生生的”数学研究工作，而不是死的数学知识;
教师并应帮忙学生真正理解有关的教学资料，而不是囫囵吞
枣，死记硬背;教师在教学中又不仅仅使学生掌握具体的数学
知识，并且也应帮忙学生深入领会并逐渐掌握内在的思维方
法。

课堂教学是当前中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要求教师对每
位学生的听说读写都要进行全面的培养。针对班级大，学生
程度不齐的实际，英语教师能够精心设计提问的难度，使优、
中、差学生都能够获取所需信息，起到“优生能吃饱，差生



能吃了”的良好作用，启发出每位学生的学习兴趣。通常的
做法是利用系列提问，从易到难。

小学生学习数学，是在基本知识的掌握过程中，不断构成数
学本事、数学素养，获取多角度思考和看待问题的方法，从而
“数学的”思考和解决问题。基本知识的掌握是途径，多角
度的思维方式的获取才是最终目的。法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
“一个不好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
”学生学习数学是一种活动，一种经历，一个过程，活动和
过程是不能告诉的，只能参与和体验。所以，教师要改变以
书本知识、教学为中心，以教师传递、学生理解的学习方式，
把学习的主动权教给学生使学生在操作体验中获得对知识的
真实感受，这是学生构成正确认识，并转化为本事的原动力。
正如华盛顿儿童博物馆墙上醒目的格言：“做过的，浃髓沦
肌。”

每每想到这儿，初为人母的我都会发誓将来要让自我的女儿
从繁重的“家作”中解放出来，我会和她做游戏，看她画画，
欣赏她唱歌跳舞，引导她读书明理，带着她去看路边艺人奇
妙的手艺……带着她认识大自然，认识社会学习在学校中看
不到学不到的知识。

平日的教学中，应对教师的提问，若是简单的问题，回应的
学生比较多，一旦遇上思考性强、有深度的问题就仅有个别
同学试探性地举起自我的手，多数同学选择沉默，更有甚者，
有时教室里鸦雀无声，真的，学生连大气都不敢出.........
这是我教四年级上课提问时的情景，每到这时，我的心就开
始颤动，课间时还满脸兴奋的孩子怎样到课堂提问时就这幅
摸样，我开始寻找答案，原因是他们缺乏思考，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他们的思考本事几乎丧失了。学生的思考来源于
何处答案是教师的启迪和培养。我们做教师的往往都把主要
力量用到让学生掌握现成的东西，死记硬背，久而久之，学
生从不用思考，慢慢发展到不会思考，最终遇到问题也就不
愿意思考了，这就会发生以上的情景。



我们教师在课堂上应做两件事：一，要教给学生必须范围的
知识，二要使学生变得越来越聪明。而我们不少教师往往忽
视了第二点，认为学生掌握了知识自然就聪明，其实不然，
一个好奇的爱专研的和勤奋的学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聪明学
生。那么这种聪明在于教师的启迪和培养。此刻的课堂重视
小组合作学习，重视学生动手操作本事，其实这些做法都是
在培养学生的思考本事。

今年我带四年级数学，除了每周一节的数学思维训练课外，
平时的教学中鼓励和适时引导学生进取、主动的参与知识构
成的全过程，并为他们的探究活动创设广阔的思维背景，力
求做到：“学生能够独立思考的，教师绝不提示;学生能够独
立操作的，教师绝不示范;学生能够独立解决的，教师绝不替
代。”这样做我觉得对启发他们的思考有一点作用，有时候
我也会泄气，因为学生的答案往往和题目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在努力的坚持着.......在我们忙着应付各种考试的时候，
请留一点时间让孩子思考。

数学教学是数学活动的教学，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交往互
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教师是学生数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
与参与者，是学生数学智慧的启迪者。智慧的教师眼中，不
能只关注学生是否掌握了某个知识，而更应当关注整个教学
过程对学生成长的意义以及对学生人生的影响。做一名智慧
型教师，着眼于未来，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数学智慧，
让学生学会学习，促进终身发展。

读书的生活是精彩的、高尚的、幸福的，教师更要把读书当
成生活的一部分并学以致用，时时用全新的教学理念来支撑
自我的教育教学工作。读了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还需不断地学习以充实、以发展。

数学教师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小学生学习数学，是在基本知识的掌握过程中，不断构成数



学本事、数学素养，获取多角度思考和看待问题的方法，从而
“数学的”思考和解决问题。基本知识的掌握是途径，多角
度的思维方式的获取才是最终目的。法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
“一个不好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
”学生学习数学是一种活动，一种经历，一个过程，活动和
过程是不能告诉的，只能参与和体验。所以，教师要改变以
书本知识、教学为中心，以教师传递、学生理解的学习方式，
把学习的主动权教给学生使学生在操作体验中获得对知识的
真实感受，这是学生构成正确认识，并转化为本事的原动力。
正如华盛顿儿童博物馆墙上醒目的格言：“做过的，浃髓沦
肌。”

每每想到这儿，初为人母的我都会发誓将来要让自我的女儿
从繁重的“家作”中解放出来，我会和她做游戏，看她画画，
欣赏她唱歌跳舞，引导她读书明理，带着她去看路边艺人奇
妙的手艺……带着她认识大自然，认识社会学习在学校中看
不到学不到的知识。

平日的教学中，应对教师的提问，若是简单的问题，回应的
学生比较多，一旦遇上思考性强、有深度的问题就仅有个别
同学试探性地举起自我的手，多数同学选择沉默，更有甚者，
有时教室里鸦雀无声，真的，学生连大气都不敢出。这是我
教四年级上课提问时的情景，每到这时，我的心就开始颤动，
课间时还满脸兴奋的孩子怎样到课堂提问时就这幅摸样，我
开始寻找答案，原因是他们缺乏思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们的思考本事几乎丧失了。学生的思考来源于何处答案是
教师的启迪和培养。我们做教师的往往都把主要力量用到让
学生掌握现成的东西，死记硬背，久而久之，学生从不用思
考，慢慢发展到不会思考，最终遇到问题也就不愿意思考了，
这就会发生以上的情景。

我们教师在课堂上应做两件事：一，要教给学生必须范围的
知识，二要使学生变得越来越聪明。而我们不少教师往往忽
视了第二点，认为学生掌握了知识自然就聪明，其实不然，



一个好奇的爱专研的和勤奋的学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聪明学
生。那么这种聪明在于教师的启迪和培养。此刻的课堂重视
小组合作学习，重视学生动手操作本事，其实这些做法都是
在培养学生的思考本事。

今年我带四年级数学，除了每周一节的数学思维训练课外，
平时的教学中鼓励和适时引导学生进取、主动的参与知识构
成的全过程，并为他们的探究活动创设广阔的思维背景，力
求做到：“学生能够独立思考的，教师绝不提示；学生能够
独立操作的，教师绝不示范；学生能够独立解决的，教师绝
不替代。”这样做我觉得对启发他们的思考有一点作用，有
时候我也会泄气，因为学生的答案往往和题目一点关系都没
有，我在努力的坚持着。在我们忙着应付各种考试的'时候，
请留一点时间让孩子思考。

数学教学是数学活动的教学，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交往互
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教师是学生数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
与参与者，是学生数学智慧的启迪者。智慧的教师眼中，不
能只关注学生是否掌握了某个知识，而更应当关注整个教学
过程对学生成长的意义以及对学生人生的影响。做一名智慧
型教师，着眼于未来，启迪学生思维，培养学生数学智慧，
让学生学会学习，促进终身发展。

读书的生活是精彩的、高尚的、幸福的，教师更要把读书当
成生活的一部分并学以致用，时时用全新的教学理念来支撑
自我的教育教学工作。读了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在今
后的工作中我还需不断地学习以充实、以发展。

数学教师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修炼，需要沉心静气，需要简单一些，需要内心的坚守。

偶然在书店看到《小学数学教师5项修炼》一书，便买了下来。
花了两天时间读完。这本书作者是福建厦门实验小学的李玲



玲老师，书中所谓的5项修炼是：读懂孩子、理解数学、有效
研究、追随智者、全面学习，似乎也没有什么玄乎，但细细
品读，却能引发很多的思考和回味，因为讲述的就是我们自
己的故事、身边的故事。

从个人的理解看来，李老师这本书不是专门写的书，而是多
年来日常思考、随笔、论文结集而成，乃水到渠成之作。因
而更有真实性、朴素性与可读性。

读懂孩子，为人师者之根本。唯有读懂孩子才会真正站在孩
子的视角去思考、去努力，也才能思考成人应该给与孩子的
是怎么的帮助和支持。读懂孩子，更多要求从教育的视角而
不是教学的层面去看待我们日常琐碎的工作、顽皮的孩
童。“孩子的精彩才是教师的精彩”中的“逸凡发现”“开
元格言”，“每个人都有获得满分的机会”中的教育契机的
把握，“多量出一些好孩子”中的“别急，慢慢来”“老师
今天你给了学生什么面孔”，还有“不浪费没一个错
误”、“教育，有事可以糊涂点儿”“分数不妨多点人情
味”等等无不给人启迪，感动于李老师的儿童立场。

理解数学，专业发展之根本。作为一名数学教师，如何理解
数学本质，如何理解儿童数学影响着日常对数学的解读。李
老师通过自己对新课标的学习理解带领读者理解把握20xx新
版课标的精髓。

有效研究，植根于课堂的小研究：问题中的、练习中的、日
常教研发现的，点点滴滴的细节折射出一位智者的理性思辨
和课堂情怀，“留一只眼睛看自己”是给她自己也是给每位
埋头耕耘的教师的启迪。

修炼，需要沉心静气，需要简单一些，需要内心的坚守。



数学教师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作为一名数学老师，一直想读一本数学老师写的教育随笔。
前段时间，我细细拜读了华应龙老师的《我就是数学——华
应龙教育随笔》，仿佛自己就坐在华老师的课堂里，听他对
我们说：“教育像农业一样需要信任，需要宽容，需要耐心，
需要期待，需要守望。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更不是商业。
能像农民种地那样教书，真好！”

是的，华老师一直用农民种地的精神鞭策自己，用积极的偷
懒敞亮教学生活，他让我们在熟悉的课堂里领略到不一样的
风景。

“华老师，您误导”。

这是华老师在上《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计算》这一课时时，一
个孩子发出的课堂感言。在上千人的大会上，他的学生敢于
这样喊出来，敢这样提出质疑，无形中已经折射出他和学生
之间良好的师生关系。

华老师在讲课前总是会先擦黑板。

这看似一件小事，但他也能从中受益。他的这一举动既现显
示了对学生的尊重，又对学生起到了“润物无声“的教育，
既显示了教师的一种精神，也显示了教师的一种气势。所以，
年轻的我们更应该学习这种无声的教育为自己修炼一堂人生
之课，这样才能更好的传授给学生知识，才能更好的教学生
如何做人。

《我就是数学》既有华老师的教，也有他对别人执教课的评
价；既有日常教学实践的反思，也有一些为师的感悟。读完
全书，我感觉仿佛每个章节的背后都蕴藏了无穷的玄妙，让
人为之敬畏。他喜欢走进课堂，《蹲下来和孩子对话》，告
诉孩子们《人皆可以尧舜》；他时刻提醒我们《教学，从擦



黑板开始》，不妨《听听自己的课》；他说《现在的课堂会
飞》，应该《像苏格拉底那样“退”或者“进”》，《好课，
要舍得“浪费”时间》；他的《一树一菩提，一花一世界》
让我们顿悟：“道，非常道，明，非常明！”同样的《那一声
“谢谢”里》，他总能分辨得出，是否是《学生投师所好》，
等等。正如《序》中，时任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校长李烈写
的：他极少专注与结果的成功与失败，却常常对过程的“意
料之外”心生欢喜。

是的，华老师的睿智和才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
我也为华老师对教育的热爱所感动，为他渊博的学识所叹服，
为他对工作的负责、对学生的尊重所敬佩。最后我想说，育
人责任重，无鞭自奋蹄，让我们为数学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