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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学学科在小学课程体系中占据重要思地位，但是就小学生的思

维特征和学习能力来说，其实数学学习具有一定难度，很多小学生在参

与数学教学活动的过程中都陷入了困境，显然传统教学模式,还是有很多

不足之处，需要我们结合新课程改革需求，共同构建良好的学科教学体

系。应用题教学是小学高年级数学教学的重、难点，结合学生的实际学

习需求研究应用题教学方法，就是我们当前应该积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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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面整合分析传统数学教学中的重难点，并运用最优的教学

手段完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已成为众多教育工作者的目标
任务。应用题考察的是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和应用情况，学生
解决应用题的能力，体现了他们的数学综合素质，但是对于小学
学习阶段的学生来说，很多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不足，
因此教师要强化引导，带领学生分析应用题型的特点，突破数学
学科教学重难点，构建有效课堂。 

一、当前小学高年级数学应用题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模式化”严重 
当前小学高年级数学应用题教学仍然用“例题讲解→习题训

练”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仅缺乏数学解题的逆向思维训
练，更缺乏与生活实际相关联，从而使“形象化”的知识点“抽
象化”，增加了解题的难度。 

（二）思维定式严重 
纵观当前小学数学应用题问题的设定，很多应用题没有做到

与时俱进，其应用题本身的结构和形式极为单一，这不仅限制了
学生的思维发散，更阻碍了学生解题的创新意识培养。 

（三）题目语言死板 
很多数学应用题的出题人，单纯为了出题而出题，重视出题

考查知识点的全面性，却忽视了题目本身语言的生动性。虽然数
学知识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但题目语言丰富多样
却能够激发学生对数学应用题解题的积极性，从而提高题目的解
答能力[1]。 

二、优化小学高年级数学应用题教学的有效路径 
（一）培养学生自主思考问题的能力 
基于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小学数学教师在指

导学科教学活动过程中，应该基于学生的自主思考和解题能力培
养培养做出努力。例如，针对应用题“每千克稻谷与碾出大米的
比例是 10：7，碾米厂若想获得 500 千克的大米需要多少稻谷？”
针对这道题，学生很容易陷入误区，对题目内容不能充分地理解，
为此，需要教师能够将已知条件加以转化，使学生能够明白“每
千克稻谷的产米率为 70％”这一隐藏的数量关系，学生充分掌
握题目中的数量关系之后，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了。 

（二）设计贴近生活的应用题 
生活中包含了大量的数学信息，例如买卖问题、时间问题、

行程问题等数学问题都源自于生活，也是生活中需要解决的实际
问题，教师应让学生从生活中发掘数学问题，同时在课堂上设置
贴近生活的应用题，使学生认识到数学的深刻内涵，并学会用数
学思维解决问题[2]。例如：小明上周买了铅笔和油笔两种文具，
已知铅笔 2 元/支，油笔 3 元/支，小明一共买了 5 支铅笔，4 支
油笔，问小明一共花了多少钱？学生会在审题后列出以下式子：
2×5+3×4=22（元），即小明一共花了 22 元。这是一道简单的买
卖问题，也是学生在生活中常常遇到的问题，通过解答这类问题
能够使学生留意到生活中的数学知识，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提高自
身的数学水平。 

（三）鼓励学生自编应用题 
教师在对小学高年级数学应用题进行教学时，可以鼓励学生

根据该应用题的基础上自己编写应用题[3]。例如，“购买 10 把尺
子需要 15 元，问购买 20 把同样的尺子需要花费多少钱。”在讲

解这道应用题时，教师首先要引导学生求出购买每一把尺子需要
多少钱，然后根据每一把尺子的单价计算购买 20 把尺子需要花
多少钱。在解答出这道题之后，教师可以要求学生根据已有的知
识改编出一道类似的题目，学生通过对自己出的题目进行解答，
逐渐掌握这种类型题目的构置，在问题的理解上也得到了加深。
教师在引导学生时应注意，编写的应用题要是与学生日常中息息
相关的，不能仅仅为了加深学生对题目的理解而改编乱造；其次
学生编写的应用题应当是要有价值意义的，体现出小学高年级学
生所赋予的心理特点和对新知识的认知能力。 

（四）培养学生良好的解题习惯 
良好的解题习惯对学生的解题效率提升会产生积极影响，因

此在小学应用题教学中，我提倡有效培养小学生良好的解题习
惯，具体来说：首先，要养成整洁有序的解题习惯。使用草稿本
的时候要尽量保证整洁有序，方便提升解题效率，对学生后续的
检查也很有利[4]。第二，耐心审题的习惯。审题习惯的养成尤为
重要，因为读题是解题的首要条件。在审题这一过程中，应养成
学生感知题目的准确性与鲜明性的习惯。让学生反复阅读题目的
意识，理解其中的符号标记与要点，深思题意，做到准确无误的
理解题意[5]。这一习惯的养成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提升学生的概
括力、数学语言的运用能力、数学语言的表达能力。第三，解题
思路多元化的习惯。教师时常激励学生尝试多元化的解题办法，
能够发展学生具有数学思维能力。同时教师还可组织学生展开交
流，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进而理解并掌握基本的解题方法。可
见，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应用题解题习惯，对于数学课程的学习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 
为了适应新课改的要求，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和创新能力，小学数学教师应立即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重视
运用新型的多样化的教育方法。 

应用题教学是小学数学教学的关键内容，培养小学生解决应
用题的能力其实就是锻炼其数学应用意识，这是培养小学生核心
素养的有效路径之一。我在上文中针对小学数学应用题的教学策
略展开分析，希望可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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