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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阶段的数学是各学科中较难的一门功课,公式多,定理多,
并且有些知识点还抽象、晦涩难懂。就目前而言主要通过学生解
题的正确率和效率，来评判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因此,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培养学生解数学题的能力是非常必要的。下面是
笔者对提高初中生解题能力的一些见解。

1　教学中注重夯实基础知识，构建知识结构
解题能力的养成建立在一定知识基础之上，课本中一些基础

知识的定义、概念、公式、几何定理等往往是解题的关键，学生
必须要牢牢掌握。尤其是在应对难度较大的题目时，有时往往需
要运用几个不同板块的知识点来综合分析题意、探究解题方法，
特别是在初三总复习的时候，完备的基础知识体系是综合运用各
种知识进行解题的首要条件，也是重中之重。这就要求在初中数
学教学活动中，教师将夯实学生基础知识作为重要的教学任务。

例如，讲“有序实数对”这一课时，为了让学生深入的
理解有序实数对的概念，在微课中构建出小朋友去看电影，如何
确定电影院中座位的位置的实际生活情景，进而引导学生动脑思
考，并设置相应问题：(1)找到“10排2号”与“4排10号”的位
置，并标出。(2)两位置中的“10”的含义是否相同？请说明理由。
(3)如果“10排2号”记作（10，2），那么“4排10号”记作什
么？(4)（6,8）表示什么意义？（6,8）与（8,6）表示的位置一样
吗？进而引出有序数对，然后应用有序数对来理解分析建国60周
年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壮丽的背景图案的由来。最后给学生留个

“在511的队伍中，如何设计‘二中’文字”的动手设计作业，从
而锻炼、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更深入地理解相关的定义、概念，夯
实学生的知识基础。

2　教学中注重审题环节，提高解题能力
审题能力是解题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规范化的审题可以极

大地提升学生的数学解题效率。在初中数学学习过程中，很多学
生在解题上时常出现错误，很多时候是审题环节出现了问题，这
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审题能力。审题过程就是实
现语言文字和数学语言的相互转化，加深学生的数学理解能力。
学生审题习惯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解题效率和正确率。例如：（分段
计费问题）为鼓励居民节约用水，某市出台了新的家庭用水收费
标准，规定：家庭月用水量不超过12吨，水费为2元/ t；家庭
月用水量超过12吨，超过部分水费为4元/t。问:若某家庭6月
份需交水费40元，请问该家庭6月份用水量为多少?由于题干文
字较多，信息量大，有些条件比较隐晦，尤其是给出水费40元，
如何来确定用水量在哪一段。这一问题既是解决本题的关键，也
是解决本题的重点和难点。学生往往想不出来，更别说将这道题
做对了。那么有效的审题就尤为重要。教师引导学生对题目信息
进行分析、提取并整合成相应的数学语言，进而进行更深层次的
加工，延伸出水费的范围。这样一来解决本题就容易多了。

审题：(1)用水量12吨  2元/吨           延伸: (1)水费
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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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阐述了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教师要重点培养学生解数学题的能力。教师既要夯实学生基础知识，也要注重
培养学生的审题能力。同时教师也要注重拓展学生思维，培养举一反三的能力。在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渗透数学基本思想从而实现学
生思维的跨越。最终实现提高学生解题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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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水量>12吨  超过部分4元/吨         (2)水费>24元
由此可知水费40元大于24元 ，故用水量应该大于12吨。

这样一来，复杂的问题就解决了。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
积极培养学生良好的审题习惯和意识，进而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

3　教学中注重拓展思维，培养举一反三的能力
通过思维拓展是很有可能发现形式相同、思维过程相似的数

学问题的，再构建出与题目神同而形不同的模式，这样可以使得
学生拥有良好的数学感知，并且对于基础知识的理解会更加深入
和透彻。将解决一道题变成解决一类题，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开拓
思维方式。

例如:（“线段的中点”问题）已知: 点 C 在线段 A B 上，
AC=12，BC=8，点M、N分别为AC、BC的中点，求线段MN的长度。
学生利用线段中点的性质很容易得出MN=10.教师在此基础上引导
学生思考：若AB=a，其它条件不变，你能算出MN的长度吗？由此
拓展学生思维，可以让学生感知无论点C在线段AB上的任何位置，
MN的长度都等于线段AB长度的一半。教师继续引导学生思考：若
点C在线段AB上的延长线上，AB=a，点M、N分别为AC、BC的中
点，求线段MN的长度。学生依然能得到MN的长度都等于线段AB
长度的一半。最后再进行变式提问，若点C在线段AB上的反向延
长线上，其余条件不变，是否依然有相同的结论？学生通过计算
得到结论不变。通过这样的循序渐进的引导，学生分析、讨论以
及联想、扩展的能力都得到提升，不仅学生的解题能力得到提升，
他们的思维品质也获得培养。

4　教学中注重渗透数学基本思想，实现思维跨越
数学思想方法是学生解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初中数学教学

中，教师应该重视培养学生提炼数学基本思想和方法的能力，达
到升华学生解题能力的目的。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可以让学生接触到多
种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潜移默化之间发散了学生的思
维，开拓了学生的视野，这对培养学生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十
分有利。学生解题的过程就是学生运用自身思维能力和知识储备
独立探究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并且在相
关解题的应用过程中，学生们深刻了解了数学对于生活实践的指
导意义，数学不再是抽象的疏离的而是具体的、亲切的。对于学
生的开放思维和整体素养的提高都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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