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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解决问题策略教学的思考与实践 
廖志垣 

（五华县安流镇第三小学  广东省梅州市  514435）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不断深入，小学数学越来越注重学生解决问题策略和基本数学思维的培养。传统的数学教学只关注

基础知识的学习以及解决问题的结果，对解题的策略与思路加以忽视，不利于发展学生的数学思想方法。所以教师开展教学活动时

不能只局限于教材内容，还要立足于学生的意识习惯及思想行为，对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加以培养，实现学生的综合发展。本文针

对小学数学解决问题策略教学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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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发学习兴趣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只有对所学的知识产生

兴趣，才能自觉调动所有感官，积极思考问题，主动参与到学

习活动中。为此，小学数学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注重学生学习

兴趣的激发，善于利用解决问题策略教学的方法；或者是立足

于学生的生活经验，创设学生熟悉或感兴趣的情境，从而吸引

学生的注意，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1]。如讲述“圆的周长”

的概念知识点时，教师先不讲解知识，而是要求学生利用课后

时间准备好相关教学用具，如红丝带、圆形卡片等；然后在课

堂导入环节提出问题：怎样测量圆的周长？圆的半径和周长之

间有何关联？要求学生通过思考来寻找测量圆周长的方法。有

些学生在展示过程中可能会借助红丝带绕圆一周，在此基础上

拉下圆周上的红丝带，直观体验拉直圆的一周后是一条线段，

在此基础上求出其长度，从而掌握圆周长的测量方式以及化曲

为直的思想；同时对圆的直径和周长的关系进行探究时，学生

会借助红丝带测量直径，证实圆的周长是直径的 3 倍多。在这

样的教学方式下，教师不需一再阐述概念，学生能独立思考和

自主完成学习任务，彰显出解决问题教学策略的优越性。 

二、注重合作交流 

学生进行自主探究与学习交流的有效教学模式就是小组合

作，通过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能促进学生解题思维的

培养。鉴于此，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的应用环节，教师必须要

为学生提供充足的空间与时间，让学生能运用已有的生活经验

或知识技能来分析、思考、理解问题；然后引导学生学会分析、

倾听、沟通，在合作中自我完善、相互学习、解答问题，找到

更多的解题思路与方法，获得发散思维的发展。如讲完长方体

相关计算公式后，教师可以设计如下问题：若有一张长和宽分

别为 60cm 和 35cm 的长方形纸板，要想将其制作成一个深为 8cm

的无盖长方体纸盒，有多少种方案？这些方案中，长方体的表

面积和体积有何不同？学生在合作交流中能自主探索问题，最

终得出正确的答案 

三、创设问题情境 

良好问题情境的创设能激活学生思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使学生快速投入到学习活动中，促进解决问题教学模式效用的

提升。所以教师需要从教材内容出发，创设科学合理的问题情

境，让学生在情境中产生学习的兴趣和情感，获得思维能力的

发展[2]。以“三角形的认识”为例，要想让学生掌握“三角形任

意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知识点，

教师可以设置认知冲突，即：三根小木棒是否都能围成一个三

角形？然后要求学生从长度为 3cm、5cm、6cm、9cm 的几根小

木棒中随机选出三根，尝试将其摆成一个三角形；在实践操作

过程中，有些学生能摆出三角形，有些学生则不能摆出三角形，

这时教师可引导学生根据操作结果引出“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差

小于第三边，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结论。总之，在小

学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有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注重

问题情境的创设，才能让学生在操作中发现和探索问题，深刻

理解知识的本质联系，打造高效的数学课堂。 

四、加强实际操作 

小学数学问题的解决大多依赖于动手操作，尤其是找规律

的题目，学生通过动手画一画或写一写，能快速找到问题的突

破口[3]。如填数题：3，6，4，12，5，18，（），（）。在具体解答

过程中，比较相邻两个数时往往找不到规律，这就需要学生仔

细观察这些数字，从中发现 3，4，5 是隔一个数出现，因此先

圈出这三个数；然后观察所剩余的数，发现 6，12，18 是呈 6

递增，进而得出正确的答案，即 6 和 24。又如讲述“认识平行

四边形”的内容时，教师可设置如下问题：用两个相同的三角

形能否拼出一个平行四边形？要求学生动手操作回答该问题，

即：拿出两个相同的三角形进行拼一拼或摆一摆，如两个钝角

三角形、锐角三角形或直角三角形，发现都能拼出平行四边形；

如若有些学生拼不出来，只能是没有摆放好三角形的位置，这

时启发学生根据平行四边形的特点进行尝试，从而拼出平行四

边形。 

结束语： 

小学数学知识相对基础和简单，然而小学生的学习习惯及

学习方法易受到误导，所以教师在实际教学中需要制定切实可

行的教学方案，通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强合作交流与实际

操作、创设问题情境等方式，帮助学生了解问题思考和解答的

过程，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教与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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