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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rational subject, the discipline of mathematics is dif�cult to understand and abstract, but logical thinking is an import-
ant way of thinking to solve rational disciplines. The so-called logical thinking is also called abstract thinking, which is a higher-level 
expression of thinking. After entering middle school, some students may have great pressure, and have dif�culty in adapting to study 
in school, which is largely due to the inability to keep up with the logic of thinking.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bstacles of 
mathematical logical thinking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ll over the world, analyzes the causes step by step, brie�y analyzes the 
solutions, �nds out the ways and methods to break through the obstacles, and give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ome learning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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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学生数学逻辑思维障碍的研究综述　
陈月圆　

湖南科技大学，中国·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

作为重要的理性学科，数学科目是难以理解与抽象的，然而逻辑思维是解决理性学科的重要途径。所谓逻辑思维又被称作抽
象思维，是思维的一种较高级的表现形式。有些学生在进入中学以后压力或许较大，出现了难以适应在学校学习等问题，这
很大程度是因为思维逻辑能力跟不上。就此，本文就世界各国研究初中生的数学逻辑思维的障碍展开研究，逐步浅析其原因，
并简要分析解决方法，找出突破障碍的方式和方法，给予初中学生一定的学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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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在抽象的理性学科面前，初中学生在学习思考的时

候很容易就会出现思维停滞，混沌与片面等等一系列的难题，

出现这种原因有很多种，由于初中生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都并未成熟，事实上感官上了解事物的思想意识还很模糊，

也易注意力不集中，同时空间想象力也比较弱，逻辑思维仍

然停留在浅层次上，也有可能是学习过大导致的思维迟缓。[4]

如果认真分析逻辑思维障碍所产生的原因，那么就可以找出

办法，进行“对症下药”就可以使学生的得到更好的学习帮助。

2 逻辑思维障碍的原因解析

2.1 表象模糊不清导致的思维混乱

布鲁纳作为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曾将儿童认知世界

的过程分成了三个过程阶段：直观感知后的“行为模式”，

内化表象后的“图像模式”，抽象概括的“符号模式”，如

果一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否认知过程的三个阶段 [1]，在学

习的过程中，如果学生对表型的印象显示出来图形越清晰，

那么对图形与数学符号就会越深刻。如果呈现出来的画面很

模糊的话，那么要是解决立体图形的问题就会变得很困难。[6]

因此，表象模糊不清也是数学逻辑思维障碍之一。

2.2 思想空间的想象力的缺失致使思维停滞

观察分析客观事物的空间形式被称作抽象思维能力，也

就是人们口中的空间想象力，这种能力在数学的逻辑思维里面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初中的学习过程中，协商要研究物体

的空间结构合和形式的办法，这都需要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

而初中学生处于呈相思维的过渡期，他们的空间想象力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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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能力在数学学习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接受能力超

出了他们可想象的范围的话，那么他们的思维就会造成一定的

思想停滞，立体画面形成不清，甚至无法理解空间结构。

2.3 自身注意力不集中导致的思维无法统一

由于初中学生是未成年人，他们自身的身心健康并为成

熟，应是属于活泼好动的性格时代，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是

经常会有的，就此，我们可以把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分为两种

形式，一种是不随意集中，另外一种是随意注意 [2]，假设有

这么一个信息源不断反复的刺激着一个学生，那么这个信息

源将会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如果学生在次遇到这

种相似的信息源，那么就会引起不随意注意，就这样那么数

学信息就会留下深刻印象。[7] 所以说，学生的自身注意力不

集中也是引起数学逻辑思维障碍的原因之一。

2.4 经验限制致使思维受困

学生毕竟年纪轻，经验不足，在加上他们自身学习的知

识还比较少，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思维体系，学生们接触的东

西并不是很多，所以也就造成了他们的经验不足，[8] 无法在

自己的思维里面形成一个立体感，致使他们对数学理解的还

不是很全面，从而导致出现错误的情况发生了，所以说经验

限制致使思维受困也是数学逻辑思维障碍之一。

2.5 点状的思维导致思维单一化

如果学生存在看待问题较为分散的化，并且不能把整体

来把握问题的思维方法，被其统称为点状思维，这种点状思

维很容易在进行思考问题的时候产生比较片面性的情况，[9]

让学生对问题的思考缺乏广度的了解，最后这种会抹杀了学

生们的创造性，学生也会因为单一的思维方式而导致对理性

学科的理解，所以说点状的思维法式也是导致数学逻辑思维

障碍的一种原因，点状的思维会造成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3 思维障碍的突破方式

3.1 让同学自己形成表象从而思维更清晰

表象可以留给学生的印象更加的直观感受，只有自己不

间断的练习才可产生效果，才可以更好的更加直观的表现出

来这个事物的立体感觉，如果老师在教学的同时，[10] 要有一

定的意识引导学生耐心的观察和感知立体的事物，进而找出

与其相同之处，并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形成具体的图形与画面，

在生活中多多观察和了解事物的本质，并且要在脑海里面形

成一定的认知，为以后知识的学习做一个完美的铺垫。

3.2 给予灵感，突破思维方式

学生存在的缺乏想象力的这种主要原因是不能理解如何

从一个立体图形转变为另外一种几何图像的方式方法，犹如

这两个几何图形全部都是单一的个体几何，存在突破想象力

的局限性障碍，学生们可以从打开一个图形的方式来进行转

化为另外一种图形。[11] 解决缺乏想象力的方法就是在于练习

将一种立体几何转化为另外一种立体几何，从而进一步激发

自己的灵感，逐步缓慢的培养自己的空间想象力才不会造成

思维停滞，[12] 只有这样才可突破思维方式，不会造成思维停滞。

3.3 培养兴趣，集中自身注意力

初中生作为未成年的学生群体，身心健康并未发育成熟，

大都存在这贪玩好动的性格特点，当然也就造成了对意见事

物无法长时间的形成一定的注意力。改变这种障碍的方式我

们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13] 来集中对这一事物产生一定

的兴趣爱好，这种方式很有利于为学生解决这一注意力上的

难题，如果每一位学生都可以在思维呈相上产生兴趣爱好的

话，那么学生的逻辑思维就会得到一定上的突破，进而会对

他们的学习产生一定的帮助。

3.4 善于发现生活的事物积累经验贯通思维方式

对生活事物的掌握也是一种对逻辑思维较为重要的一点，

如果善于发现身边的事物，那么就可以在自己的脑海里面有一

定清晰的认知 [3]。所谈到的积累经验，不单单是对事物上的观

察和了解，还要在两件事情上发现并找出他们相关联事物，成

年人对事物的关联性掌握肯定要比初中生的强的多，所以对于

初中生来讲，善于发现观察身边的事物也是锻炼思维方式的一

种重要方法，这种方法也很有利突破逻辑思维的障碍 [14]。

3.5 运用发散性思维使思维方式更加灵活

单一化的思维方式在于不求甚解，学生在理性学科面前，

只知道怎么求解这道题目的答案，并不能做到举一反三，不

加深层的去思考和了解，久而久而之也就造成了一定思维局

限。其次在于不能探究一件事的本质根源在哪里，如果在探

究发现一件事物或者问题上，首先就要发现他的本质源在哪

里，例如，在解答一道数学的基本方程式的时候，可以先了

解这道题目需要运用哪一些的基本公式，在下一次遇到这道

题目的时候还可以套用这种模式的基本公式。[15] 只有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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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发散性思维方式，做到举一反三才可以突破对问题的单

一性，从而可以更好的帮助突破这种逻辑思维的障碍，进而

来帮助初中生在学习得到更多更大的帮助。

4 世界各国产生数学逻辑思维障碍的比较与

产生

4.1 表象混乱相同存在的共同点

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初中生们，全部拥有一个共

同点，那就是表象混乱，表象混乱的产生是造成初中生们数

学逻辑思维障碍的原因之一，表象混乱的产生原因在于对于

事物的模糊不清，无论是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16] 混乱的表

象是共同存在的，在于对事物在脑海里面呈现不清晰，对于

混乱的产生大多是初中生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很好的合理的运

用自己的逻辑思考，所以暂时造就表象不清的情况。

4.2 空间想象力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中国的初中生们在于存在无法进行思维空间构图，进而

造成抽象思维不清晰造成的思维停滞，如果产生这种思维停滞

就会让初中生无法很好的理解立体结合图形，然而在其他国

家，由于西方的教育模式，西方孩子们大都动手能力强，空间

想象力充足，不存在着思想停滞或者脑海中无法呈相等原因，[17]

但是在西方的教育模式下，虽然初中生对于空间想象力有着一

定的掌握，但是他们的注意力的分散要相比较中国的严重的多，

他们的教育模式下，学生们大都自主学习，这就导致了学生们

的注意力不是很集中，对于中国的学生，初学生虽然存在着一

定的注意力不集中，但是并没有像西方那么严重。

4.3 单一化的思维与广泛化的思维方式

在西方教育模式的影响下，初中生大都拥有着广泛性的

发散思维方式，然而在中国学生们大都是单一化的思维方式，

与其说单一化的思维方式是数学逻辑障碍的产物，还不如说

这是在教育体质下的产物，单一化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初中生

思考的局限性，广泛性的思维方式更加有利于对逻辑思维的

培养，思维方式的不同的会影响学生的效率。[18]

4.4 共同存在着经验受困的现象

相比较其他国家的初中生，中国的学生们更加拥有思考

意识和学习意识，中国的学生会把不懂的，研究去发现，去

努力的进行一定的学习来弥补这种差距，其他国家的学生会

与这种存在的困扰，他们会选择自己去寻找关联性，相比较下，

当然是中国的学生们学习的进程更快一些，对于差异的存在

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于经验不足发面的困扰，中国的学生

相比较西方的学生们更有着处理的优势。

5 如何培养数学逻辑思维

5.1 清除数学语言障碍，为逻辑思维能力做铺垫

学好数学这一基本的科目在于，掌握好基本的公式与定

理，那么这些也都是学好数学的所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这么

公式与定理到都是一些复杂的数学语言，造就学生们学习困难，

解决这种方法的方法有跟多种，我们可以选择多多记录，自然

而然就形成了一定记忆模式，还可以选择多多的做好练习，多

做一些相关联的题目的练习，所谓熟能生巧就是源于此我们还

可以进行语言练习，作为老师与家长的话，要多多的鼓励学生

们，进而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自信心，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培养对

数学的兴趣，自然而言就会形成数学的逻辑思维。[20-23]

5.2 开发兴趣，做到举一反三

进入初中以后的学生将会发现对于数学立体图形的逻辑

思维越来越多，从而就导致了初中生对于数学这一科目产生

了一定厌烦，感觉他们即难又枯燥，所以，我们应该要培养

初中生对立体图像的兴趣爱好，如果初中生对立体图形的爱

好与音响加深以后，那么就会形成一定的数学逻辑思维能力，

对于日后学习数学科目是有着很大的帮助。[24-27]

5.3 采用探究方法，培养思维的创造性

培养学生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中国当今教育模式中比

较为之重要的一步，想要做好这一步，就是要让学生打破常规，

标新立异，克服自己思维局限性，就是要在学习中发现新的

规律，寻找出新的方法，就是要让学生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深

入其境，通过观察，实验分析比较，进而找出一定的规律来，

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了自己兴趣爱好，更是加深了创造

力，有了这种创造力，那么就会拥有一定的想象力，滞后就

会培养好自己数学逻辑思维能力，进而，初中生就会对数学

产生一定的兴趣与爱好。

解决完数学的逻辑思维障碍就要培养好对数学逻辑思维

的培养，只有在培养好相对应的兴趣爱好，还不会在对思维

方式产生一定的障碍，培养好自己一定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才

会对培养逻辑思维打下一定的基础，在当代学生学业压力大

的情况下，能做到培养好学习的兴趣爱好将会对成长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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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着巨大的帮助。

6 结语

总而言之，逻辑思维是思维方式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

它不仅仅帮助学生独立完成分析，还能帮助学生完成推理，

论证等相关的能力，然而，数学是拥有一种严谨的逻辑体制，

它涵盖了数学的定理，数学的公式的法则和推导，由此可见，

数学逻辑思维是学生在学习中必须可少的一种思维方式。[28-30]

但是数学的逻辑思维障碍则是学生们学习中的绊脚石，如何

学生们都可以克服这么思维障碍，那么就会提高初中生的思

考、探索能力，可以使其把握更多，更好，更深的知识，也

可以此时学生在日后的成长学习中不断追求新知识，善于独

立思考，成为有创造力，勇于开拓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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