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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试论如何培养小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彭友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县额玛勒郭楞蒙古民族乡寄宿制学校） 

 
摘要：小学教育中的数学不仅是学生现在学习的重点，还是未来深层次

学习的基础，更是他们学习其他学科的工具，因此在教育部对小学教育

的规划中，数学成为了现阶段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着重介
绍学生在数学学习中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措施，着重探讨如何培养学生

数学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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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如何解决问题是一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重
要能力。而一个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个体对问题的理解能力，现
行目标文化下的数学课程“问题解决”准则：应培养学生从数学
角度逐步学习问题，理解问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问
题；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体验解决问题方法的多样性，
培养他们的实践创新能力。除此之外还应根据儿童的认知发展水
平和年龄特征，在日常教学活动中针对性的培养他们不同角度看
待问题和不同方面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小学课堂教学的角度出发，在小学数学的教育中运用理性
方法培养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是目前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一
项重要任务；老师首先要做的是要激发学生对数学问题的兴趣，
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不同数量的关系进行质疑，并提出问
题，除此之外老师还应教会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数学理论
学习中所涉及的定量关系是为了使他们能够获得实用知识并使
他们拥有基本的计算能力，从而养成对结果的控制习惯，从而提
高他们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 

一、重视实践应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教师应该在上课之前向学生明确每节数学课的学习目标，并

使用不同的方法策略来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以此来激活
他们积极学习的主动性。不仅如此在学习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更应
该让他们体会到实践的重要性，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让他
们真正的掌握知识并且熟练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因此教师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更应该培养他们的实践能
力，让他们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不断探索中解决问题，从而使
学生与教师更好的互动，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老师不仅要问问题
更要引导学生问问题，只有学生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他们才能
更深入的理解数学，从而热爱数学并愿意为数学学习付出自己的
时间与精力。 

二、联合生活实际创设情境，推动学生重视分析题目中数量
关系的进程 

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当学生对他们正在学习的
东西感兴趣时，他们才能积极思考、积极学习和积极学习，在当
前的教育条件下，教师应借鉴自己日常的生活经验，创造不同类
型的生活问题情境，让学生在生活中体验周围存在的数学问题。
示例：儿童体重最好不超过 3/20 体重。长时间负重会导致背痛

和背痛，并导致严重的骨骼发育障碍。小刚的体重为 45 千克，
他的书包重量为 5 千克，请问长时间负重情况下，他的书包是否
会对他的骨骼发育造成障碍？称一称你的体重，算一算你书包的
最大负荷量为多少？这样的题目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容易
让学生将数学与生活中的场景相结合从而进一步的体会到数学
的魅力从而激发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并且这样可以使学生很自
然的将自己与题意相联系更好地理解题意，并体会到数学在日常
生活中的实用性。 

在小学数学教育的的课堂实践中、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为学生
创造学习数学的环境，从而促进学生的数学思想活跃度，提高学
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使他们获得更多的经验和知识，理论联合
实际作为一种有趣的学习方法，将为他们学习理论数学知识建设
坚实的基础。 

老师要根据实际问题设定不同的数学与日常生活相关联的
情景从而鼓励学生从生活中寻找并得到数学答案，使他们将实际
生活与他们所学的数学知识相结合从而获得广泛的思考空间。比
如：让学生计算家里的水电费开支，计算银行存款的利息与本金
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数学计算的理解更
让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数学有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使他们能更好
的联系生活实际，并让他们在未来面临不同的数学问题而毫无头
绪时能够从生活的方面出发解决数学问题。 

三、选择有效的操作方式，促进学生合作交流解决问题。 
在这个过程教师应改变单一的问-答方式，避免出现老师只

问问题学生只回答问题的情况出现，而应该采取更进一步的互动
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学生都要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并在给
出自己的答案之后通过协作共同帮助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得出最
终的答案，而不是只依赖于老师单方面的知识传输。在这个过程
中老师应给予充足的思考时间与讨论时间。 

结语：综合看来，在培养小学生解决数学能力的过程中要合
适的把握松与紧的程度，不仅要牢牢掌握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程
度、督促他们的日常学习，而且也要适当的放开对于他们学习的
监督从而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到自由发展从而去体会独属于
他们自己的数学学习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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