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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高年级数学应用题解答能力的培养策略 
◆陈晓梅 

（新疆伊犁尼勒克县加哈乌拉斯台中心小学  835707） 

 
摘要：小学数学的教学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基础性的数学思维、理性逻辑
能力以及将理论知识点应用到解决实际的具体问题的能力。尤其在小学
的高年级阶段，即小学五、六年级，培养和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以及运
用理论知识解答实际应用题的能力更是教学活动的核心所在。随着小学
数学教学模式改革的不断推进，应用题越来越得到重视，应用题解答能
力的培养越来越被强调。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围绕如何培养小学高
年级学生的数学应用题解答能力这一问题进行具体细致的分析探讨，并
进一步总结出有效的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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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小学高年级数学教学被寄予更高的

要求，应当有效利用科学的教学方法，锻炼学生的数学思维和数
学能力，并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在此背景
下，由于小学高年级数学的核心教学内容在于解答数学应用题，
教师应当根据实际教学情况，科学合理地设置教学方式和教学计
划，着重培养学生解答应用题的逻辑思维和数学能力，使学生奠
定优良的数学思维和数学能力的基础，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
力。 

一、当前小学高年级数学应用题解答能力培养过程中的主要
问题 

（一）传统数学教学模式对培养学生解答数学应用题积极性
的不利影响 

在传统的数学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处于教学活动中的统治
地位，而学生较为被动；教师往往只侧重于对知识的讲授，忽略
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而缺少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无法
对学生起到针对性、有效性的指导作用，学生只能被动枯燥地接
受知识，而无法真正领悟到精髓所在。此外，在这种教学模式中，
教师与学生的习题来源多为教材或教材相关的习题册，这样一
来，习题的量十分有限，而且类型也十分局限，不利于充分培养
学生对数学应用题的思维逻辑，思考能力以及拓展能力。这种僵
化的教学模式抑制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无法调动学生自主学习
的积极性，对知识的渴望与探索欲，以及活跃的思维能力，不利
于培养学生解答数学应用题的积极性。 

（二）数学应用题解答能力培养过程中教师不注重变换教学
策略 

很多小学数学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教学策略单一，在锻炼和培
养学生的数学应用题解答能力的过程中，缺乏对教学策略的分
析，探索与灵活变动，只是单一地延续着多年来所习惯的一种教
学策略。这种情况往往会造成教学活动的滞后性，使教学过程显
得枯燥无味，学生的兴趣和思维活力也能以被激发[1]。 

（三）教师不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在目前的小学高年级数学教学实践中，大部分教师只注重于

形式化地、任务化地完成具体的教学内容，而不注重对教学内容
的探索和拓展，不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例如，在给学生讲
解数学应用题的课上，很多教师只是机械化地讲解对应应用题的
解答过程，而没有将类似的应用题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讲解，亦没
有对所讲解应用题进行拓展，没有注重系统性、逻辑性的讲解，
这种应付式零碎的教学情况不利于学生形成系统化、科学性的数
学思维。 

二、培养小学高年级数学应用题解答能力的有效策略 
（一）教师应当注意灵活运用多种策略培养学生的解题技巧 
在对学生进行数学应用题解答能力的培养和锻炼过程中，教

师应当摈弃单一的教学策略，灵活地结合运用多种教学策略，摈
弃僵化的传统教学模式，尽 大能力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积极思索。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
当多多运用设问和提问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的思维，帮
助学生逐步自主解答出应用题目。另外，对于一些应用题目，教
师应当只先讲解基础性的理论知识和解答方法，而对于题目的进

一步，应当先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探讨，自主探索，
给予学生一定的指导， 终再根据学生实际的探讨情况，对对应
的应用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彻底的讲解[2]。除此之外，教学还可
以鼓励学生上讲台，根据自己的逻辑思维，对应用题目进行讲解。
教师应当运用生动的语言，灵活采用多种教学策略，从审题、分
解、合理联想和结果验算等方面综合性地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题
解答能力。 

（二）进行一题多解的训练，拓展学生的思维 
数学应用题的解答方式往往不止一种，因此教师应当对学生

进行一题多解的训练，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思活力，拓展学生
的数学思维[3]。 

例如，有这样一道应用题：一个施工队安装水管，前 6 天一
共安装了 224 米的水管。这个施工队按照这样的工作速度，又用
了 15 天把水管安装完，请问这条水管共有多长? 

第一种解法：运用归一法。先求出后 15 天安装的水管长度，
再与前 6 天所安装水管的长度相加，即 224+224÷6×15。 

第二种解法：运用比例。因为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总
量，根据题目可知，工作效率一定，所以工作时间与工作总量成
正比例。设后 15 天安装的水管长度为 x 米，那么可得出这样的
一道关系式：224÷6=x÷15，而水管全长为 x+224。 

第三种解法：运用分数应用题解法。先求出安装水管用的总
天数，再求前 6 天占总天数的几分之几， 后求出水管总长度，
即 224÷〔6÷（6+15）〕。 

第四种解法：运用方程式。设；水管全长为 x 米，则可根据
题意得出：（x-224）÷15=224÷6， 后解方程即可。 

用这种一题多解的方式讲解应用题，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
探索欲望，促进其掌握多种数学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培养学
生系统性的数学逻辑思维。 

（三）注重与学生的互动交流 
在培养学生数学应用题解答能力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有加

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才能具体了解学生的对知识的接受吸
收情况，才能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有效指导，进而提高教学效
率。例如，在计算某个圆柱体表面积的时候，教师应当引领着学
生一起回顾圆柱体表面积的公式[4]。对于圆柱体上下两个圆的面
积，有些学生在计算的过程中会由于粗心漏掉一个，对于计算结
果 后的单位平方米、平方匣米等也会因粗心而遗漏没写。因此，
老师要在讲解应用题的过程中提问学生做有关应用题的注意点
或易遗漏点，并进一步强调补充，通过课堂上这样的互动交流模
式，加深学生对相关应用题目的解答细节的印象。 

（四）创设生活化的应用题教学情境 
目前，在各个领域的教学实践中，生活化教学被广泛运用。

尤其是对于小学数学应用题，生活化教学更加能增加课堂趣味，
促进学生对应用题目极其解答方法的认识理解。例如，在讲解有
关对教室进行粉刷的应用题时，教师可以利用实际的生活情境进
行题目的设计和讲解。 

三、结束语 
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小学高年级的数学教师应当注重对

学生应用题解题能力的培养，摈弃僵化的传统教学模式，灵活运
用多种教学策略，注重一题多解的训练，注重与学生的互动交流，
多多利用或设置相关的生活会的情境教学，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和逻辑思考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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