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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数学审题能力培养的现状问题及改进对策
谢　硅

（南京汉开书院学校，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深入，初中数学教学应得到进一步优化，教师要积极引入新的育人理念、教学方式，以此更好地引发学生兴趣，

强化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水平，提升育人效果。审题能力培养作为初中数学教学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为

完善的数学知识体系，提升其解题能力和对数学知识的应用水平，对学生全面发展意义重大。鉴于此，本文将针对初中数学审题能力培

养展开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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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数学审题能力培养的现状分析

（一）重视程度不足，存在思维定式

在解决数学问题时，第一步便是审题，这也是处理问题的基础，

更是初中生找到正确答案的前提。一般来说，审题是指学生对于

数学问题题干以及问题的初步了解，高质量的审题方可更为快速

地解决舒旭问题。但是，当前很多初中生在展开数学知识学习时，

尚未对审题提起充分重视，在解题时，常常是对于题目一扫而过，

很少有人能对题目的关键内容展开深入分析，甚至部分初中生还

没有看完题目便匆匆下笔，这就很容易导致他们解题出现错误。

另外，初中生在审题时，很少能够第二次读题，在解题时通常是

凭借一遍审题的记忆展开思考，这样很容易忽视问题中的重要条

件，不利于提升解题效率。同时，若是初中生没有理解透题意，

将很难高效地处理难题，甚至会因为某些信息点记忆错误导致解

题错误。部分初中生在解决数学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按照一些

固定思路思考问题，对于一些数学问题给出的信息展开了模式化

处理，这样并不利于初中生解决更多灵活性强、复杂性高的数学

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若想发展初中生的审题能力，我们

要重视对他们思维定式的突破。

（二）审题过于粗心，题目把握不准

初中生在进行数学题目阅读时，总会因为对题目的关键信息

与重点没有充分认清，没能分清题目提问的重点，只在大致解读

了题目表象后开始答题，这样往往会导致一些关键信息被遗漏，

导致对题目的分析错误，解题方向错误，从而影响学生的答题正

确率。另外，部分学生会被题目的出题方式迷惑，在题目阅读到

一半是开始作答，忽视了题目真正想问的问题，对于数学的专业

语言理解不够到位，没能养成较为良好的审题习惯。在初中生审

题过程中，通常只会利用题干整较为表象的信息，利用这些直观

信息进行解题，对于隐藏在题目之中的信息却选择了忽视，读题

不够充分完整。在实际的数学问题中，很多问题题目中是信息看

似不相干，却存在一些能够帮助审题解题的信息，学生如果没有

仔细阅读，对题干中的信息挖掘不够到位，就会子啊解题中遇到

困难与失误，在进行逻辑分析是也会受到阻碍。

（三）运用不够灵活，审题步骤固定

初中生在审题过程中，知识的储备会影响审题以及答题的速

度，知识的应用灵活性也会影响学生的审题思路，如果对公式定

理的记忆不够深刻，应用不够灵活，就会在题目较为复杂或题目

描述较长时遇到审题困难的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知

识与公式定理不够系统化、迁移能力较差，没有灵活应用的认知。

当学生遇到较为难懂陌生的题目时，他们会回忆学过的知识点，

并从其中选择与题目相关的进行读题审题，这就需要初中生建立

完善的知识系统，在阅读题目时有计划地进行调用、归纳，使自

身的知识系统更加完整，解题经验更加丰富。初中生在审题时也

很少会根据题目进行灵活应用，大多数学生选择根据教师的方法

进行固定的审题步骤，或不按步骤进行只大致略过题目，从直观

浅显的条件开始进行，没能进行逻辑分析与判断，在审题时按以

往经验进行解答，或赶时间大致进行计算，这样做会掉入出题者

的陷阱，被题目表面的信息带偏方向，不利于审题能力与逻辑判

断能力的提升。

二、初中数学审题能力培养的改进对策

（一）仔细观察阅读，培养良好审题习惯

数学作为一课需要进行深入学习的学科，需要学生的观察力

与细致阅读的能力与耐心，学生需要具备细致的观察与阅读能力，

才能更高效地把握题目的重点与关键性信息，才能培养出良好的

审题技巧与经验。从本质来看，数学的题目阅读也是语文能力的

体现，学生的阅读需要把握主语、宾语、与各种关键信息，只有

观察的足够仔细，才能准确地对解题需要用到的信息进行寻找，

灵活运用阅读能力，才能更好地发展学生的思维与逻辑能力。在

数学审题中，除去需要观察题干文字，还需要做到利用各种辅助

帮助学生进行解题，例如，在教师领导学生进行解题是，为了最

大程度的辅助学生的审题，可以让学生学习将题干上的关键信息

进行标记或勾画出来，帮助学生在阅读的同时把握关键点，为后

续养成良好的审题习惯打下基础。例如，题目是“A、B 两地相距

400 m。甲、乙两人同时同向分别由 A、B 两地出发，甲骑自行车，

平均每分 490 m；乙跑步，平均每分 250 m。经过多少时间两人相

遇 ?”将关键信息进行标记，如“同时同向”、与甲乙的速度，防

止学生漏记信息，造成答案错误。

在错题修改时，许多学生会将自身的错误原因简单归纳为粗

心大意，但其实根本原因还是读题是的良好习惯没有养成，通过

读题与观察题目构建，是了解题目含义的第一步，读题时要先粗

度一百年，大致了解题目方向与相关知识，再精准阅读，注意观

察，推敲字句与给出的数字，仔细观察并理解各个信息点的含义，

准确理解题意。再题目解答完的最后检查中，也要重新进行读题

与观察，看一看有没有遗漏的信息，关键信息有没有用到解题中，

结果是否符合题意等。学生本身的阅读理解能力也决定了数学的

解题能力，通过对题目的阅读理解，能够使学生获得必要的信息、

汲取知识，获得解题需要的条件，审题需要用眼睛进行观察，同

时也需要阅读，在阅读题目的过程中，学生要提升辩证与思考的

能力，分析哪些是解题能够用到的，哪些是出题人放出的陷阱，

通过观察与阅读的练习提高读题的能力，认真进行思考，养成良

好的审题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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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会耐心审题，培养逻辑思维

学生的解题能力如果想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发展，就要从培养

其耐心的审题习惯开始，耐心审题能够最大限度地让学生读懂题

目，并对题目进行精准分析，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更加深入的

理解题目的意思，找到题目的主干部分与关键信息点，加深对题

目的理解。教师要强调学生不需要着急解答，先养成耐心的良好

习惯，利用审题的时间充分理解题目并进行构思解答，在解答过

程中能节省更多时间。同时，教师还要鼓励学生锻炼逻辑思维能

力，对题目进行逻辑分析，从各个角度进行思维的延伸，认清条

件与信息点之间的逻辑思维，理解出题人的意图，在逻辑分析中

同时提高学生的推理能力，发展学生的探究能力，在数学的学习

过程中丰富其思维的发展，解除其思维定式。例如，题目是“两

人骑自行车绕 800 米跑到行驶，从同一地点出发，方向相反时每

1 分 20 秒相遇一次，方向相同每 13 分 20 秒相遇一次，假设两人

的速度不变，求速度。”学生如果在方程运算中得出了错误的答案，

会根据自身的逻辑判断分析速度的范围是否合理，让学生从头检

查题目与解题过程。在实际的解题过程中，很多题目的已知条件

给出的较为直观，只要细心审题就能够把握信息并解决问题，然

而一些较为复杂的题目中，已知条件会隐藏在长篇幅的题目之中，

不会直观的摆在明面，较为常见的类型有常识性隐藏条件、数据

型隐藏条件等，会在题目内容、题目附图之中隐藏，如果不能进

行耐心的审题，会很难发现出题者隐藏的条件，导致解题过程中

遇到困难，受到阻碍。因此，耐心审题并将隐藏条件挖掘出来，

是审题与解题的关键。所以，在遇到较为复杂的题目时耐心进行

审题并养成在题目中挖掘隐藏信息的习惯，是学生需要掌握的技

巧与学习习惯，教师也要利用好练习的课程，针对性进行挖掘题

目隐藏条件的练习，帮助学生养成意识与习惯，在审题中将隐藏

条件寻找并标记出来。同时还要注意对逻辑思维的训练，不要在

题目中过于纠结是否包含隐藏条件，要依靠分析与逻辑思考仔细

观察，增加对题目的理解能力。

（三）培养分析能力，加强讲评练习

数学题目的题干中会隐藏大量信息，需要学生进行仔细的分

析与思路的延伸，理解题目的关键部分，如果学生不能在审题上

通过正确思路进行思考，很有可能导致解题方向出错，所以，学

生要对题目进行仔细分析，将有用的信息寻找出来并进行分析，

以这些信息作为解题的思路参考。通过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使

学生能够对题目进行仔细分析，并通过寻找到的信息结合自身的

知识点进行解题思路的构建，找到问题解决的突破口，提升学生

的解题效率。数学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量的练习，从而使学生总结

经验，把握审题的技巧，提升学习与练习的成果。教师实时进行

练习的讲评则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分析自身的问题所在，学生通

过教师的讲解明确自身的错误原因，并进行总结，有利于学生分

析错误原因，增加审题的细心程度，发现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在讲评与练习中，教师要让学生主动进行错题整理与经验总结，

完善自身的审题技巧，提升审题效率。例如，题目“某区中学生

足球联赛 8 轮，即每队均需参赛 8 场，胜 1 场得 3 分，平 1 场得 1 分，

负 1 场得 0 分。在这次足球联赛中，猛虎足球队踢平的场数是所

负场数的 2 倍，共得 17 分。问该队胜了几场？”题目中的信息较

多，需要学生的分析能力。在教师评价环节，学生可以与教师进

行互动，让教师明确学生的学情，增加对重点或难点问题的深入

理解，为学生的能力提升与数学学科素养的完善打下基础。在数

学问题的解答中往往需要学生进行理性分析，正确认识题目错误，

养成错题分析的习惯，在教师的讲评过后进行积极的总结与对错

题的分析，从而主动探索错误原因，调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在巩

固知识的同时提升数学学习的学科素养，将良好的学习习惯迁移

到各科的学习中，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四）突破思维定式，提升审题能力

数学教材上每课课后的例题往往是最经典最简单的题目，学

生在例题和习题的解答过程中能够轻松应用学到的公式定理进行

套用，从而快速地进行问题的解决，所以，在习题练习中，教师

需要注意寻找变化较多的题目进行训练，变式题目会相对复杂，

不能够通过简单的公式套用进行解答，需要学生突破公式定理的

限制，克服思维的定式进行解答。在解决这类题目时，学生会因

为发现类似的题目可以套用公式，或教师在之前讲解过，就会在

粗略看过题目后依据以往的经验来进行解答，导致解题思路方向

错误，答题出现失误。例如，题目中“将 1000 元按照 1 年期定期

存储到银行，到期时本息共得 1113.4 元，请问这种储蓄中月息是

多少？”题目中的“本息共得”记指本金加利息的到期时得到的

金额，并且题目中的问题最后落到了月息而不是年息，是学生容

易跟随思维定式的易被忽视部分。事实上题目是细微部分变动会

导致题目要求的答案不同，学生如果按照原来题目的思路与思维

模式进行解答，必然会将题目解错。所以，教师要注意提醒学生

题目的相似度很高并不代表是一类问题，也可能是与之前题目完

全不同的解题思路，所以需要突破原有的思维模式，将每道题目

都通读一边，进行细致的分析审题后在构建解题思路，不能纯粹

套用公式或以往的解法而忽视题目的要求。在数学学习过程中，

学生还要掌握知识迁移的学习方法，许多数学题目的解答并不是

要照搬原来的题目，需要有判断与分析能力，通过对比题目的不

同，防止知识迁移中出现错误。在进行练习时也要注意多进行变

式题目的训练，通过将题目与变式题目的对比将已有知识进行练

习与区分，形成知识系统与知识网络，便于掌握与理解新的知识，

在审题时能将题目分辨得更加清晰，提升审题能力。

总而言之，数学审题能力是初中生在学习活动中必备的基础

技能，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采用多样化的手段进行审题的

针对性教学，让学生明确在解题过程中占重要地位的审题过程是

有必要的、影响甚多的，指导学生充分把握数学题目的审题技巧，

养成端正的学习态度，实现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目的，从而使学

生的学习能力快速提升，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体会审题能力提

升带来成绩提升的变化。教师要在教学中注重学生多方面能力的

培养，在各个教学环节中进行适当的审题方法教育，培养学生的

良好审题习惯，提升教学质量与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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