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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数学中读懂数学问题的方法探究
何秀祝

（广州市知用学校（小学部），广东 广州 510180）

摘要：“解决问题”在小学数学教学与学生学习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却经常出现学生做错题、不会做题，虽然一部分是

知识性的原因，但是更多的是学生们没有“读懂”题目，也反映出学生在审题方面能力薄弱。如何加强对学生审题能力、习惯的培养，

是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审题就是要了解问题的基本结构，找出与问题相关的信息、数量关系、未知数量与已知数量的关系，

理顺它们的联系，建立初步表征，为正确解题提供有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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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数学学习的过程中，计算和解决问题都是学生学习和

教师教学的两大重点与难点。计算，我们还可以通过每天坚持练

习从而巩固计算方法和技能，但是解决问题却不是反复练习就能

解决的。

“解决问题”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作为教

师，也是非常重视“解决问题”的教学，经常花大量的时间对学

生进行题型训练。课堂上，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课堂练习完成程度

非常美好，但是在家独立解题时却错漏百出。重新读题，慢慢思考，

又能正确解答。每次测验、考试后，“解决问题”能力差的学生，

仍然在“解决问题”这一部分严重扣分。为此，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下，

是什么原因导致教师在花费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解决问

题教学的情况下，学生却还是收效如此甚微？

其实，学生做错题、不会做题，一部分是知识性的原因，更

多的原因是学生们没有“读懂”题目，也反映出学生在审题方面

能力薄弱。加强学生审题能力、习惯的培养，是整个“解决问题”

教学和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

要能正确解答题目，关键是读懂题目，只有读懂题目才能理

顺数量关系，正确分析信息与问题的关系，正确解答题目。所以，

要知道学生为什么不会读题，我们必须要先了解现在的学生读不

懂题目的原因。

（1）数学源于生活，用于生活。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

数学问题，是数学新课标的其中一个教学目标。但是，当下的小

学生，家长都过分溺爱，让他们对生活常识、技能的掌握程度非

常低下，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也不高，因此在数学教学中越

涉及生活的数学问题，越会遇到阻碍。如一年级《认识人民币》

的找赎问题，完全没有独立购买物品经验的学生反倒不如那些放

学就偷偷跑去买零食的孩子理解得透彻。

学生没有学会如何“读懂”题目。学生审题，只看到了文字，

却不会分析题目中字词句的意思及所包含的数量之间的关系；只

看到了问题要求什么，却看不到问题与信息之间的联系。看到题

目中繁多的信息就会心中紧张，畏惧。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害

怕做应用题，题目文字越多越会分辨不清众多条件的关系，越怕

越错，越错越怕，如此心理作用反复循环下，到高年级后，这类

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达不到学习的要求。平时老师都要求学

生做题前要先审题，就是要让学生“读懂”题目。而“读懂”题

目又与阅读能力有关。现在很多家长、学生对于阅读的理解都还

仅限于语文，认为阅读是语文的事，数学只要会做题，做对题就

足够了。但是他们却忽略了阅读的含义，特别是数学阅读的含义。

语文有语文的阅读，数学也有数学的阅读。数学阅读就是让学生

在阅读中学会找数量关系、利用画图、找重点字词句等方法把有

效信息转化为数学语言、符号、操作等，通过分析、对比，形成

思路，找到解决问题方法的过程，这是一种意识，需要我们在漫

长的学习过程中慢慢渗透。

（2）新课程新课标新教材，小学数学教学在新课程改革背景

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教师们身处如此的课程改革、课堂教学改

革的热潮中，仍然有不少教师，特别是有十数年教龄的教师保留

着传统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长期以来，以分数为目标的应试

教学影响下，教学过程中以死记硬背、题海战术等方式不断强化

学生的记忆力，从而达到考试高分，但是却忽略了动手实践、动

脑思考、审题能力、习惯等能力培养。课堂上为了能掌控主导学

生学习节奏，节省解题时间，从而缩短了学生审题、思考的时间，

短时间内就直接给出思路、答案，导致学生疏于思考，乐于等待

答案，养成了依赖，慢慢地，学生也失去了对知识归纳总结的兴

趣与能力。因此，就目前小学生审题、解题的整体能力来看，状

况还是不容乐观的。

以上述原因为基础，我说一说个人见解：

审题，就是获取信息、整合信息以及处理信息的一个过程。

当学生具有一定的认知水平和知识储备及良好的读题习惯，那么

学生在解决问题上将会是无往不利。因此，教师如何在教学中培

养学生审题的方法，从而提升学生审题能力，是我们其中一个教

学重点。

课堂上教师让学生读题，其实就是要学生审题。“读”是基础，

要“读懂”题目，就必须审，“审”是深入，就要弄清楚来龙去脉，

就要了解问题的基本结构，找出与问题相关的信息、数量关系、

未知数量与已知数量的关系，理顺它们的联系，建立问题初步表征。

这些都是基于对事物认知，对知识储备及良好的阅读习惯的要求。

其实，那些数学学习好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阅读能

力比较强，这些学生不但对文字理解能力强，还能从文字中发现

隐藏的信息，解读任何题目，这类学生读得快，读得准，理解透彻，

因此问题解决起来就特别得心应手。相反，那些害怕“解决问题”

的学生在阅读方面的能力都比较欠缺，审题就如云雾漫步，因此

对于阅读能力的培养，不能仅限于课堂。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课外阅读用形象的话来说，既是思

考的大船借以航行的帆，也是鼓帆前进的风。没有阅读，就既没

有帆，也没有风。阅读就是独立地在知识的海洋里航行。”但是

现在的学生不爱看课外书只爱捧着电子产品看动画、玩游戏，难

得看书又都是只看不思，连看了什么故事都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复

述出来。其实，复述就是一种理解的方式，看完故事，能把故事

用自己的语言完整表达出来，这类学生无惧任何数学问题；结结

巴巴大致表达出来，这类学生引导一下还是可以做对题目；哑口

无言，不知所云，这类学生基本是没有好的阅读习惯，看书看题

都流于形式，只看字不思意。因此，阅读能力的培养要延伸到课外。

对于低年段的孩子来说，第一步是让孩子阅读自己喜爱的书，积

累词汇，能用自己的语言把故事有条理清晰地表达出来，如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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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出自己的感受就更好了。中高年段的学生就要从阅读中增长

课本以外的知识，开阔眼界，不能只停留在课堂老师教授的知识。

第二步是，做数学题时要学会用数学的眼光进行数学阅读。低年

段数学地解决问题表达情景都是一些简洁的图画或图表，再配以

少量的文字，因此学生要学会说图意，用简洁的语言把图中的信

息和问题完整、有序地表达出来。高年段的数学题都偏向于大量

文字阅读，因此高年段的学生可以把语文的缩句技巧运用到数学

审题中来，压缩无关文字，留下重要文字、信息，从而把关键句

清晰展露出来，然后根据问题挑选有效信息，从关键字词句中悟

出数量关系。

“读懂”题目的手段多种多样，我们要灵活运用这些方法。

（1）紧抓关键字、词、句。

很多数学题其实都有（     ）比（     ）贵（多）几；（    ）比

（    ）便宜（少）几；（    ）是（  ）的几倍；（    ）的几倍是多

少，等等常见数学术语，中高年级还出现很多专业术语，如：单价，

总价、速度、路程、面积、周长等等。找准这些常见句，专业词，

可以帮助学生定位题目类型，有助分析题目里面的数量关系，利

于审题习惯的养成。

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由于他们认字量不多，阅读理解能力、

把文字转换成数学语言的能力都比较差，容易看不懂题目。因此

初期需要老师、家长帮助孩子寻找题目的重点字词句，然后转换

成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他们思考题目中信息与问题的联系。后期，

教师与家长就只是从旁给予适当的点拨，让他们自己寻找题目的

关键字词句，分析里面的数量关系，选择合适的方法解答问题。

如：苹果有 13 个，雪梨有 7 个，苹果比雪梨多多少个？（雪

梨比苹果少多少个？）

我设计了练习：18 比 9 多（   ），7 比 15 少（   ）

再出示上述题目，用下面的问题去引导学生思考。

问 1、题目有哪两个物品在进行比较？

2、你是从哪句话看出来的？（画起来）

3、两个物品的数量分别是多少？

4、然后根据学生的回答把数量写在刚才那句话对应物品的下

面，

苹果比雪梨多多少个

              13     7

由此句子就可以转换成“13 比 7 多多少”。通过这样的方式，

从题目中找出关键句子，然后转化成简易的数学语言，从繁化简，

让学生更容易理解题目的数量关系。

（2）以图助思

        画图，是一种把文字具象化的方式，也是我们在解决问

题中常用的一种方法。低年段用直观的画圈画▲的方式，中高年

级用画线段图的方式。

对于数量关系比较复杂的题目，画线段图更是成为我们分析

题目的一个利器。

如：一个林场要栽 2000 棵树，前 3 天平均每天栽 350 棵，其

余的要求 2 天栽完，平均每天要栽多少棵树？

作为教师，我们都希望学生多用线段图分析题目，但是实际

上很多学生都不喜欢这种方法，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一是学生没

有感受到画线段图分析题目的好处，二是没有掌握画线段图的方

法。这是由于课堂上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去练如何画线段图，

导致简单的没时间画，复杂的就直接不会画了，所以教师在课堂

上要做好示范作用之余，还要有足够的时间让学生从简单的开始

学习如何画线段图，逐步培养学生掌握画线段图的基本方法和技

能。

（3）列表呈现，简化多信息之间的关系

        题目中出现繁多复杂，而且是同类型信息的时候，我们

有部分学生就容易分不清谁和谁有关系，

  如：一个养蜂专业户，今年饲养蜜蜂 24 箱，去年 5 箱蜜蜂

酿了 375 千克蜂蜜，照去年的酿蜜计算，今年可以酿多少千克蜂

蜜？

     今年      24 箱          ？千克

     去年       5 箱          375 千克

    通过列表，把题目中繁杂语句表达的关系清晰表达出来，

便于分析，更易理解。

（4）让数量关系式成为学生打开数学大门的钥匙

传统教学把数量关系式视作解决问题的“法宝”，新课改后，

我们是否应该摒弃它？我觉得老旧的经验不一定都是糟粕，数量

关系式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坚持教给学生的一种技能。    

《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指出“应使学生经历从实

际问题抽象出数量关系，并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可

见新课标其实是认可数量关系对解决问题所起的作用，只是不认

可强加给学生的各种数量关系罢了。

关键句把题目中个各数量之间的关系用文字方式呈现出来，

而数量关系式则直观地把这些数量用加减乘除的方式呈现出来，

让学生更易抓住问题的本质，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数学源于生活，所以学生要找到题目中的数量关系，确定数

量关系式，必须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对于一些数学问题，如果

学生没有实际的经验和经历提供支撑，那么对他来说，理解是非

常困难的，如购物的找赎问题，还有工程问题、给相片做相框等。

如果欠缺生活中的经验，他很难把题目里面的信息和问题与生活

中对应场景联系起来，也导致他们对于那种与生活越接近的数学

问题越无法理解。记得二年级书本上有一道题目，问题是要求一

套衣服多少钱，我在巡视过程中发现有几个孩子不会做，我就问

其中一个孩子有哪里不明白，他就问：老师，一套衣服是什么意思？

经过解释之后，这几个学生都会做了。后来教材改革，这类题目

出现在了三年级，相似的题目，这次却没有学生因为“一套衣服”

而不会做了。

经历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经验，经历得多，才能更容易理解事

物中的数量关系，才能更容易把理解的数量关系抽象为数量关系

式。所以我们不能过分干涉孩子的事情，让孩子去尝试，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即使遭遇失败也要让孩子有这样的经历，提高

他的认识。我们可以从旁协助孩子去思考这样的情景可以用什么

方法解答，而不是强迫孩子用你的方法去解决。

只有当学生学会、掌握“读懂”题目的方法，提升个人学习

数学的信心、兴趣，才能更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能力，实现学生

灵活运用方法解决数学问题，提升个人能力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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