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3 月（总第 196 期） 

 1444 

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应用题的教学策略 
◆杨笑英 

（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端桥铺中心小学  湖南永州  425911） 

 
摘要：知识源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数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

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而数学应用题一直以来是小学数学教学中

的难重点，备受数学教师的重视。学习应用题能够促进学生对数学知识

的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

如何提高应用题教学效率成为了小学数学教师不断思考的问题。本文对

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题教学的有效策略进行深入的分析及研究，并做

出相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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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许多数学教师认为应用题是帮助
学生巩固数学知识的一种方式，没有充分认识到数学应用题的实
质，使得应用题教学形式单一，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应用题教学
逐渐成为了小学数学教学难点。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小学数学
应用题教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如何提高应用题教学的
有效性，实现数学高效教学，是小学数学教师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理清应用题解题思路，提高学生的审题能力 
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题是数学知识的延伸，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首先应引导学生仔细审题，找出题目中的已知条件和求解条
件，明确题目中的含义；其次，利用所学的数学知识，理清应用
题的解题思路； 后在选择合理的解题方式，进行应用题解答。
所以，在实际的应用题教学过程中，数学教师可以采用比较典型
的应用题例题进行讲解，提高学生的审题能力，帮助学生理清解
题思路，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解题效率。例如，
在一个汽车零件的工厂有一批 60 件的生产任务，生产期限为一
个星期。前两天因为其他工作原因，每天平均生产 5 件汽车零
件，那么为了如期完成生产任务，该工厂需要在剩余的五天内每
天至少生产几个汽车零件？在这道小学数学应用题的讲解过程
中，首先教师引导学生将题干的数学条件转化数学语言，使学生
形成解题思路。然后，教师结合应用题内容具有针对性地提出相
应的问题，引领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教师可以采用反推
法，根据所要求解的内容形成清晰的解题思路。比如，这道应用
题求解零件的生产速度，首先要知道的 5 天生产零件的总量，根
据题目已知条件可以得出，已经生产了 2 天，每天生产 5 个，那
么剩余的零件总量是 60-（2×5）=50 个，知道了总量，再求平
均每天的生产量就容易了。即，50÷5=10（个）如此以来，学生
掌握了解题方式，能够理清解题思路，就能轻松解决数学问题了。 

二、结合实际生活，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小学数学应用题与实际生活具有关联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应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提高应用题教学的有效性。所以，在小
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创设生活化的教学情境，提高学生的思维
能力。例如，对于小学数学“比例应用题”教学，笔者曾尝试在
上课的时候端两杯浓度比例不同的牛奶，然后让两名学生分别品
尝并询问他们的感觉，结果一名学生说太腻了，奶粉放得有点多，
另一名学生说没味道，就像白开水一样。这个时候笔者将问题抛
出来：“按照什么样的比例才能够保证牛奶的口感 好呢？”对
此问题学生纷纷发言，有的认为按照 1:4 的比例，也有的认为按
照 1:10 的比例等，如此一来学生的积极性基本上已经被调动起
来，笔者给出了答案，说明书上提示按照 1:8 的比例进行配制才
是 为合理的，然后进一步的提出问题：“一杯 200 克的白开水，
应该加多少奶粉合适？”实践证明，采用这种教学方法，学生的
学习效果远大于被动的在课堂上死记硬背的学习效果，学生应用
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三、增加学生的实践体验，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 
一节效果良好的数学课，教师总是侧重于关注学生数学学习

的过程，侧重于向学生展示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让学生在亲身
体验中掌握理论知识，实现知识的内化和实际应用。应用题教学
也应当如此，学生在学习应用题时借助直观和操作活动毫无疑问
能够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因此数学教师需要重视课堂活动与应

用题教学的有机结合。以“梯形面积计算”这一问题为例，如果
单纯的让学生依靠公式去解决问题，那么学生往往只能够生搬硬
套的解决，对于问题的实质完全不了解，在后续的联系中也是错
误百出，但是如果让学生通过“动手剪一剪”的活动来将体形转
化成已经学习过的图形如长方形等，然后在求出面积，那么学生
对于计算公式的理解将会更加的深刻，其思维也会更加的开阔，
哪怕遇到稍微复杂的相关问题，学生也能够积极正确的采用各种
方法解决问题。重视过程而不是结果，重视体验而不是死记硬背，
在活动中学习应用题，学生学习数学的欲望和自信心毫无疑问是
更强的。 

四、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 
小学数学应用题的教学中，学生经常难以找准数学量之间的

关系，进而出现代入公式错误的现象，降低数学课堂的教学质量。
所以，教师根据学生的数学认知能力，及数学教材内容，采取合
理的教学策略，不断培养学生对数学知识运用能力，整体性地提
高学生数学应用题解题能力。比如，教师在考查倍数的数学应用
题的讲解过程中，引导学生将自己的书籍进行摆放，分成三本书、
五本书两堆，然后引导学生们从三本书中拿出一本书放在另一堆
中，进而形成倍数的关系，使学生形成对倍数的理解能力。通过
开展数学活动的形式，提高学生对数学知识和概念的理解运用能
力，同时将学生置于数学课堂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全身心地投
入教学课堂中，构建高效的小学数学教学课堂。除此之外，教师
可以通过多媒体的形式，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向学生展示数学量之
间的关系，让学生在直观的了解下不断完善自身的数学知识框
架，增加自身对数学关系的运用能力，进而提高自身的应用题解
题能力。 

结束语：总之，小学数学应用题对学生日后的学习和发展具
有积极意义。所以，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样化的教
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审题能力，帮助学生理清问题思路，并引导
学生将学习的数学知识应用到应用题解答中，从而提高学生的逻
辑思维能力与解题能力，充分发挥数学应用题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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