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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初中数学教学中，学生的审题能力不强。一方面
是由于教师的教学方式造成的，课堂教学中还是由教师进行主讲，
教师对题进行分析，学生跟着教师的思路走，学生并没有经过独立
的思考，从而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解题思维。另一方面学生自身的
审题能力较弱，数学问题的严密性较强，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
阅读理解能力都相对要差，在审题时出现逻辑问题和理解偏差。还
有部分学生学习态度不够严谨，审题时马虎大意；心理素质不够强
大，一紧张就大脑短路；学习习惯不好，没读完题就做等，导致在
审题时出现偏差，忽略题目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1  培养学生良好的审题习惯
优秀是一种习惯，好的习惯可以使人终生受益。好的习惯

可以形成好的惯性思维，可以形成下意识的优秀行为动作，因此
教师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审题习惯，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审题思维和
准确的审题能力。数学具有严谨性，在学习数学知识时，一定要
端正学习的态度，保持认真严谨。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就要注
意培养学生审题的认真性，纠正学生的不良审题习惯，和不严谨
的审题态度[1 ]。良好的审题习惯，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培养。

1.1严谨的读题习惯
在对题目进行阅读时，要把题目读全、读顺，不能多字，

也不能少字，要注意断句、标点符号等，保证字面理解的准确
性。学生可以边看题目边读出声来，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
激，来集中大脑的注意力，保证读题的准确性，同时大脑也迅
速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反应，明确题目的重点。

初中的低年级阶段，由于阅读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还相
对要差，教师要引导低年级的学生多读几遍题，用笔指着题目上的
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出声音来，不多字不少字，语句通顺，确保
读题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在高年级阶段，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有所
提高，可以采用默读的方式。常常会有些学生眼睛一扫就开始做
题，做完题目发现少看到个条件，导致解题出错；还有些学生，没
有将题全部读完就开始解题，读一点做一点，最后导致解题缺乏完
整性。总有些学生觉得粗心马虎不是大毛病，不是题目不会，只是
没好好读题，教师一定要学生意识到马虎大意的危害性。

1.2重点突出的审题习惯
在阅读理解了题目的意思后，要进行审题，通过对题目分

析，找到关键信息和隐含信息。在进行审题时，学生可以把题目中的
关键信息用笔划出来，这样可以一眼看到题目的重点，有利于学生整
理出问题的逻辑关系，找到未知和已知间的关系，找到数量关系，找
到题目中的隐含信息，同时还要把文字语言转变成数学语言[2]。比
如在解析几何题型时，题目都是用文字进行表述，学生在进行审题
时，要养成把语言文字转化成数学语言的习惯，避免重要的信息疏
漏，通过数形结合的方式，全面掌握题目关键信息。对于题目中包含
的哪个边多长，哪个角度多少度等信息，都把它对应到图形上，这样
更方便学生进行解题。学生在理清了逻辑关系后，也不要着急解题，
从多个角度对问题进行思考，看是否有别的解题思路、简便算法等。

2  教授学生审题的方法
2.1图形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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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审题能力是重要的数学能力，通过审题找到核心问题，从而找到解题的方向，然后从相关的信息中分析出隐含信息，
为解题提供必要的信息依据。审题是解题的前提条件，审题能力决定着解题方向是否正确，解题条件是否充分。在初中数学的学习
中，学生在审题方面存在着审题有偏差和审题大意的问题，针对这些现象，要培养学生养成认真严谨的审题习惯，同时传授学生审
题的技巧和经验，再通过审题的训练来提升学生的审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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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分析法是一种比较直观的分析法，因为题目的语言都是文
字，里面隐藏着一些题目的细节，只凭文字很难想象图形或者关系式，
这时学生可以根据题意，用线段、图形或者关系式，把题目中的条件
和问题勾画出来，把题目中给出的信息全部挖掘出来，通过图形的形
式呈现出来，让信息的关系更加明朗，使题目的逻辑思维更加明确[3]。

2.2叙述变换法
通过调整题目叙述的语言顺序，把题目进行拆解，把复杂

的表述转换成更容易理解的表述，把逆向的表叙转换成顺向的表
述。比如现有90 包绵白糖，比食用盐总数的50% 少了5 包，问
食用盐有多少包？这时学生就可以把语言的顺序进行调整，转换
成易于理解的思维顺序。食用盐总数的50%少5包的是90包绵白
糖，那么题目的意思就是：食用盐总数X 50%-5=绵白糖包数90.
这样题目的逻辑关系就更加清晰，解题的思路也更加明朗。

3  加强学生审题的训练
在养成良好的审题习惯，掌握审题方法的基础上，要想提

高学生的审题能力，还得加强对学生审题能力的训练。通过各
种题型，加深学生对审题方法的灵活运用，形成学生的审题思
维习惯。教师在训练学生的审题能力时，要对题目进行挑选，
挑选的题目中要包含着隐含条件，让学生通过审题分析，找出隐
含条件，这样才能达到训练提升的目的。选择的题目要难度适中，
既要保证达到训练的目的，还要不挫伤学生的自信心和积极性，
避免学生产生畏难心理，重点是让学生掌握到审题的窍门。

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对审题进行分析比较、归类整理，通过不
断的审题训练，总结出属于自己的审题经验。比如教师可以让学
生通过错题评讲的方式，让学生发现自己或者别的同学审题中常
犯的错误，从而更有针对性的提高学生的审题能力。有很大一部
分错题是由于审题不认真造成的，但也有部分是由于理解错误、
思路错误造成的，在点评完后，教师还可以通过同一类型题，对
学生进行强化训练，从而加深学生的印象，提升学生的审题能力。

4  结束语
检验学生的数学能力，就是检验学生解题的能力，解题最基

本的步骤就是要学会审题，只有正确的审题，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
调动相关知识进行解答。教师在培养学生审题能力时，要先培养学生
认真严谨的数学态度和审题意识，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审题习惯，传
授学生审题的经验和方法，通过强化训练对学生进行提升，再通过学
生自己的归纳整理进行内化吸收，从而最终提升学生的审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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