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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影响高中生数学解题习惯的外因
凌春霞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娄庄中学，江苏 泰州 225506）

摘要：高中数学的解题要求相比初中阶段要高得多，很多同学自认为自己解答出了正确结果，但往往不得分，这导致学生对高中数

学的学习倍感压力。实际上是他们没有养成良好的数学解题习惯。那么怎样让学生养成良好数学解题习惯，就是我们老师在教学时首当

其冲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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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都有不少学生反映：数学课上，听老师讲的时候

头头是道，自己也清楚明了，感觉还挺简单的；下课后自己解题

往往做不对或不会做。特别是高一学生刚进入高中学习时，考试

成绩相比初中差太多了，感觉颠覆了他们以往对数学学习的认识，

一头雾水，摸不清头脑，摸不清老师的方向。归根到底是他们根

本弄不清到底要如何解题，解题过程要写成什么样才算对。通过

教师访谈，笔者了解到现下高中生在数学解题习惯上普遍存在以

下问题：概念本质不清楚，容易混淆概念；审题不严密，不能准

确地把握题干中的主要解题信息和条件要求，容易忽略关键条件；

分析思路时不能理清因果关系、准确定位已知条件和要求结论之

间的关系，容易使得解题思路的主线杂乱无序；由于思路的混乱，

导致具体解题的过程不规范，易有丢三落四、卷面混乱、计算错

误等现象发生；除此之外，大多数学生没有解题之后进行题后回

顾反思的习惯，从而使得解题一错到底，一次错导致次次错，错

了还不知道原因，无法从根本上理解数学知识、学会数学知识。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通过家访、听课以及到其他学校学习，根据

自身的经历、观察、反思，探究了一些影响学生形成良好解题习

惯的外部因素。

一、家庭因素

家长是学生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应该重视家庭教育对学生的

影响，不要认为教育学生就是教师与学校的任务，自己只要负责

孩子的温饱问题。到了适学年龄就把孩子往学校里送，就只知道

一味地“索取”成绩，这会让孩子体会不到家庭对自己学习的支

持，容易从心里产生无形的学习压力，最终因失去学习的兴趣而

变得厌学。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应该注重培养孩子凡事注意“规范”

的良好品格与习惯，严格要求孩子的同时，也要严格要求自己，

给孩子提供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学习氛围。以身作则，让孩子

在家可以体会到家长对自己成长和学习的支持和帮助。从小注重

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孩子，在给予充分爱的同时提出严厉的要求。

不要盲目地“放养”，也不要禁锢式地“圈养”。在孩子还小时，

家长在家中可以检查学生完成作业，注意检查并提醒学生法意规

范解题。家长能够从学生小时候起培养孩子一丝不苟的解题习惯，

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这对于孩子养成良好解题习惯是很有

帮助的。

二、学校因素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场所，是学生从事一切学习行为的大

环境。在学校层面上，应该要做到统一要求，比如统一校服，不

准奇装异服；规定男女生的大致发型，不准头发遮眼，甚至披头

散发或怪异发型；注重校内文明等。在学校，学生就该有学生的

样子，不能让学生懒散、随意，否则学生从心里就不会严格要求

自己，更何谈学习上严于律己呢？连生活中不需要耗费心神的基

本习惯都无法养成，又如何去养成良好数学解题习惯呢？

三、班级因素

班级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一个学生的学习习惯跟班级的学

习氛围有一定的关系。不同的班级环境由来自不同家庭、不同经

济条件、不同教育背景下的具有个体差异性的学生构成，从而对

班级中各个个体的学习影响也是不同的，这也造就了拥有特殊学

习环境的班级。具有良好学习氛围的班级，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学

习氛围也比较浓烈，彼此之间在成绩上你追我赶，丝毫不会让着

对方，那些本着玩闹的心理的学生也会被其他同学冷落，不被人

待见，渐渐感到毫无乐趣，从而被逼着只能加入学习队伍，试问，

这样的班级怎么可能不出成绩呢？自然学生的学习习惯也就会向

好的方向发展。相反，有的班级却截然不同，没有什么正经的学

习风气，学生们只会相互攀比，比穿着、比打扮、比吃喝条件等，

这样的话自制力差的学生就是想独处一隅地学习也会被那些不求

进取的学生所影响，从而无法真正地学下去，只会任其带领加入

玩闹的队伍中去，这就会形成一个无限恶性循环。这种班级学习

氛围下是不可能有满意的成绩展现出来的，所有的学习都变成了

敷衍了事，学生们都养成了坏的习惯，更何况是良好的解题习惯

呢。好的班风会对好的学习习惯有着事半功倍的作用，会让这个

班级的学生有着很强的自制力，每天都是积极向上的一面，给他

人展现出来的都是当代青年学生应该有的样子，相反，如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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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风不是很正的班级出来的学生，他展现出来的样子是什么？是

那些让人嗤之以鼻的模样以及满满的负能量，更不要说从这种班

风里出来的学生会有良好的学习习惯了。由此可见，良好的班风、

班级文化的建设、学习氛围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四、教师因素

在学生学习过程中作为引导者的教师，主要在三个方面影响

着学生的解题习惯：

第一，教师的语言机制。

语言是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也是沟通感情的桥梁。

教师通过教学语言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情谊，使

学生亲师重教，坚定学习的自信心。

新课程要求对学生多进行激励性评价，于是对于答对的学

生，教师就是简短一个“对”字，对于答错的学生，就是为了不

打击他，就直接跳过，让下一位同学回答。这样刻板、枯燥、含

糊的评价，久而久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非但不能得到提高，就

连最基本的学习兴趣也会被泯灭。虽说高中课程比较紧张，但

我们不能事倍功半。实际上，对于回答正确同学，不防让其谈

谈自己的理解，这样有助于促进其他同学的思考，有助于提高

答题同学的语言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因为他要把其他人

讲懂，就必须重整自己思路，使其清晰、易懂，他也会有成就

感，从而提高他的学习动力；对于答错的同学，也可让他说说，

这有助于其他同学和老师帮助他找出错误的地方，促进他进一

步正确思考问题，对于这样的学生，在后续回答正确时，教师

应当适当地给予肯定，并采用“追问”的方式指导他继续思考

作答，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者、组织者的作用，利用“追问”

把那些似懂非懂的学生完全问明白，让那些不懂的学生也听明

白。有人说过：“知识本身并不重要，通过数学教学，让学生追

问数学上的为什么，养成科学的思维习惯才是最重要的。”只

有学生养成思考的习惯，他才能进一步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

　　评价语言不应拘于一种形式，它应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

课而异，因发生的情况而异，因活动而异，教师应全身心投入，

创造性地对学生进行评价。在一次次的惊喜中，学生也会全身心

投入地进行学习，不断地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课堂教学

过程中的评价语言不仅是一种智慧、一项技能，更是一门艺术，

多思、多学、多练就能使我们的课堂教学评价语言愈来愈精彩。

第二，教师对自己的解题习惯没有严格要求，解题时比较随意，

不能给学生以示范作用。

不管什么时候，学生的学习都是从模仿开始的，模仿课本、

参考资料，更多的是模仿老师。教师的主要舞台是三尺讲台，主

要的教学方式是“一张嘴” 和“一支笔”来把知识传授给下一代，

“一张嘴”讲的是通过分析、讲解、说理让学生们明白知识的体

系，弄清知识的来龙去脉，“一支笔”指的是通过粉笔在黑板上

呈现出心中所想、嘴上所讲的知识，因此教师运用什么样的思维

方式来分析问题和在黑板上写出什么样的板书就显得极其重要了。

而作为数学教师，在给学生讲解例题、范题时就必须给学生展现

出我们是怎么分析思考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去分析思考问题，以

及在黑板上写出规范、完整的解题过程。如果教师自己都无法做

到说清楚解题思路和方法，无法写出正确规范的解题过程，那么

学生就会错误地模仿下去，并且一直这样错下去，这样的话对学

生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第三，教师没有能够及时地对学生作业中的不规范解题作出

纠正指导。

高中肯定每天都有数学课，而且课时和课堂容量也相当大，

相应的课后作业肯定也不少。有些教师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格，

也没有及时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者是敷衍了事的进行批改，只批

注一下日期或者直接写个“阅”，更不要说指导学生及时订正了，

这也就直接导致学生做作业时拖拉或敷衍了事，甚至不做，长期

以往，各种数学解题不良习惯、不规范现象也就越来越严重。在

学生完成相应作业的同时，教师也应该按时认真批改作业，不只

是给学生作业上打上对与错，最好是标出学生解题错误之处，错

的不离谱的，直接用红笔帮其修改；对于错误严重的，可以让学

生来面批，与学生的面对面交流，能帮助教师充分了解学生解题

时的思维方式，当场给学生讲解错误原因以及正确的改正方式，

甚至可以再出一道类似的问题，让学生当场解题，以便考查学生

是否真正理解弄懂。只有准确及时地发现学生在解题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并给予指导订正，才能帮助学生养成良好解题习惯。

如果能够在课堂教学中和课后作业辅导方面充分强调解题的

规范性要求，重视解题习惯的养成，那么学生的解题习惯就会好

得多，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正确引导和对解题习惯的重视

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注意到外在因素对学生解题习惯的影响，我们教育者才

能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帮助学生排除外在干扰，积

极养成良好解题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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