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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存在的问题及策略研究
钱　浩

（昆山高新区西塘实验小学，江苏 苏州 215300）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进程的推进，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成为教师们关注的重点。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题是培养学生逻

辑思维、阅读能力和抽象思维的重要载体。为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全面提升学生应用题解题能力，教师要注重应用题教学活动的开展，

在学生具备扎实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提高其综合运用能力，促使其社会生活、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提高，有效地提升数学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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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角度看，数学学科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实践性，对学

生其他学科学习和实际生活具有重要价值，更是伴随学生长远发

展的一个基本辅助工具。

在数学教学中，应用题常常是困扰学生学习能力提高的难题。

通过将具有数量关系的实际问题转化为语言文字，就能组成一道

考验学生阅读理解能力、审题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的应用题目。

当前，诸多学生在解答应用题中存在一定问题，容易出现信

息提取不完全、缺乏解题技巧等困扰。鉴于此，本文结合小学数

学教学实践，对应用题教学有效策略进行探讨。

一、当前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中现状

（一）未能将应用题题目生活化

对小学生而言，其年龄和计算思维能力仍处于发展时期。在

学习数学知识和内容时，其对概念和知识的理解缺乏整体性理解，

思维处于开发阶段。这就需要抓住学生思维可塑性强的特点，通

过应用题教学夯实知识基础。

在进行应用题解题时，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问题解决能力和

逻辑思维能力，需要教师注重长期的培养。因此，教师应设计一

系列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题目，便于学生进行题意的认知和解读。

但是，当前部分数学教师仍坚持原有的教学方式，未能将学

生观察生活的能力放在重要位置。若教师能够参考日常生活进行

题目设计，能够降低学生题目的理解难度，更能使其将实际问题

与题目相关联。

例如，可以设计这样的应用题：糖果店有 6 包棒棒糖，每包

10 根，在卖出 32 根后，剩余的棒棒糖有多少？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可以组织大家进行模拟售卖活动，让大家透过生活思考和解

决问题，使其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升。

（二）应用题教学中过于注重题海训练

由于教师求学经历的影响，教师容易将题海战术引入应用题

教学中。在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中，教师习惯于采取先讲解范例、

传授应用题解答模型，再组织学生们进行课后习题训练。

在不同的类型的应用题中，教师未能针对性地设计教学方法，

较少对不同题型进行总结、分析和归类，这样导致学生陷入大量

的应用型习题中，容易引起学生对应用题练习的厌烦情绪。

同时，在这样的教学方法下，应用题训练缺乏新颖性和灵活性，

长期运用单一的教学方式也会限制学生思维发展，降低其对应用

题解答的兴趣，阻碍了其创新思维的培养。

此外，不断重复训练的环境会使学生对数学产生排斥心理，

致使其难以在学习中获得思维能力上的提升。

（三）课堂教学中学生思考时间不足

在讲解应用题时，由于缺乏一定的经验积累，初步接触应用

题型的学生需要消耗较长时间去读题，再进行思考和解答，整个

思考和解答过程对学生理解、推理和迁移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价

值。

但是，由于课时安排、教学任务等方面的影响，教师往往较

少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在讲解数学应用题时，教师会先带

领学生对题目进行阅读和分析，再提出围绕应用题提出相关疑问，

让学生去思考和探寻解法。

但是，教师给予其探究时间往往较短。从小学生生角度看，

应用题题目需要运用语文知识进行解读，再调用思维能力进行问

题的发现和分析，在找出问题后进行答题思路的探究。

在缺乏足够思考和探究时间的情况下，学生提问和思考能力

往往难以得到锻炼，长期处于这样的教学情况，容易打击学生对

数学学习的积极性，甚至引起学生对应用题的厌烦情绪。

（四）学生未能形成良好的审题意识

读题和审题是解答应用题的重要一步，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

语文能力，若学生缺乏一定语文基础，很难理解和掌握题意。教

师应注重学生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引导其对应用题的出题方式、

表达方式进行分析，促使其主动抓住解题信息重点，从中获取出

题思路，降低审题不清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在应用题审题中，可以归结为三个主要步骤：

其一，做好题目略读，了解题目大意。

其二，细读，对题目中的关键信息和条件进行抓取，这一步

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学习细读的技巧，让学生们去提问。

最后是重读，在学生解答题目后，要对题目给出的应用条件

进行再分析，是否将所给条件充分运用，解答结果是否符合题目。

二、小学数学应用题有效教学策略

（一）关注学生个性，培养自主解题意识

数学教学活动的开展应以层层递进、由浅入深的方式进行，

对小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鉴于学生心理认知、生理发

育尚处于发展阶段，教师应注重思维的引导，让学生逐步地形成

知识应用意识。

对于处于认知世界的小学生，教师应注重早期数学概念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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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引出关于数学概念的应用题，促使其形成数学自主学习意识。

例如，在讲解“小数的加减法”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先

向学生们介绍小数的概念和运用价值，再引出贴近学生生活的应

用题案例，让学生们将知识迁移到实际问题中。

教师可以围绕知识设置问题：“同学们，小刚和奶奶在菜市

场购买卷心菜花了三块六，购买芹菜花了两块五，你们能帮助小

刚算一算需要结账多少钱吗？”通过设置这样的问题，能够让学

生们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上，主要是由于小学生们十分乐于参与

购物和采购等工作，这样就很容易理解问题。

其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列算式，使其通过口算或计算方式

得到最终的答案，加深其对应用题的认知。通过这样的概念教学

和应用题教学，使其对应用问题充满探究兴趣，更将学生熟悉的

场景和应用题相结合，促使其形成知识迁移和运用的能力，对其

核心素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二）导入生活化内容，延伸训练范围

在数学应用题教学中，部分教师未能形成科学合理的教学理

念，将教学活动的实施视为“教师讲、学生听”，忽视了师生互

动和知识的实际运用，容易导致实际生活和基础知识相割离。

在应用题教学中，教师过于关注最终解题步骤和结果，未能

注重解题过程中学生数学思维的培养，导致其对知识的理解不够

深入。

鉴于此，教师应从学生认知思维出发，选取生活化教学内容，

让学生了解到应用题的来源和概念。在固有的课堂教学实践中，

由于应用题具有联想性和实用性，这就会给学生带来一定的理解

难度。

因此，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生活化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方式，

在课程导入中将相关知识关联在一起，促进学生数学意识的发展，

激励其挑战应用题解题方法。

应用题是来源于实际生活环境的数学问题，教师在讲解“分数”

这部分内容时，可以选择恰当的实际问题案例，以生活化导入方

式培养学生思维，丰富课堂教学资源。

比如，教师可以引入问题：“超市中有一批玩具在打折，玩

具水枪的价格是卡丁汽车的 1/3，是变形金刚套装的 1/4，若玩具

水枪的价格是 25 元，大家知道这三个玩具总共多少钱吗？”通过

设置学生感兴趣的购物话题，让学生们积极学习和了解分数的概

念和相关内容，在学习和掌握分子、分母等知识后，通过画图法、

分割法等方式进行解题，使其能够将知识与生活融合，使其在课

后也能注重应用题方面的训练。

（三）选用多元化教学法，激发学生解题兴趣

在互联网时代下，多种类型的平台和渠道为人们提供了最新

信息和资讯。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数据、表格、图文等形式

的信息资源成为吸引眼球的资源形式，单一的文字叙述法已经很

少出现在信息传播中。

鉴于此，教师应根据这一教学特点，革新应用题教学方法和

思路，以多元教学形式激发学生解题兴趣，培养其良好的解题习惯。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联系应用题实际，选取较为新颖的应用

题讲解方式，以图片、动画等方式带来学生解题思路，使其走出

固定的思维方式。

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应通过情境图、表格、数据等方

式呈现数学信息，带给学生们全新的课堂学习体验。例如，在讲

解平均数这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设置特定的探究任务，让学生

根据给定的表格信息，对数字进行分析。

在应用题数据源上，教师可以选取城市一周的温度、十字路

口的自行车流量等，围绕这些主题进行应用题的设计，打开学生

的解题思路，更好地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其运用平均数知识去分

析应用题，更顺利地找到解题思路。

（四）布置多种习题，培养解题思维能力

在应用题的解法上，通过阅读题干可以形成一定的解题思路。

但是，这样的方式不利于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得到提升。

首先，教师可以通过调整已知条件，对学生解题技巧进行培养，

注重学生分析、类比、推理等方面能力的培养。

同时，为了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教师应更关注学生的

长远发展，不应将应用题教学限制在最终结果和答案的获得上，

重在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使其在体验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将基

础知识运用到生活中。

教师应围绕教学内容培养应用能力，突破应用题封闭的教学

思维，让学生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手段。比如，在讲解百分数这

些内容时，教师可以设计应用题：“某品牌榨汁机制取果汁的成

功率是 98%，在遇到不同水果时，会有 2% 左右的水果以果粒形

式存在，若将 300 克的西红柿和 100 克的苹果丁放入榨汁机内，

可以得到多少西红柿和苹果汁？”“机械加工厂需要加工 1200 个

零部件，第一车间在两天内完成了 55%，剩余零件可以在几天内

完成？”

通过设计类似的应用题，让学生们运用已掌握的知识探究解

题思路，引导学生们选择多种解题方法，也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讨

论和探究交换解题思路，更好地发散其思维，使其从生活角度去

列举算式，也可以以绘图方式明确应用题中的数量关系，强化其

解题思维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应用题具有鲜明的教学特点，与教材概念和数字

化内容相比，应用题将实际内容和理论内容相融合，更强调学生

自主审题意识和数学思维能力的养成。鉴于此，教师应突破传统

教育理念，结合小学生特点和教学内容灵活选取教学手段，通过

关注个性特征、融入生活化内容、开展多元化教学、布置多种习

题等方式，让学生对应用题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在提高其解题能

力的同时，促使其的学习能力、数学核心素养的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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