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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实际问题解决能力培养之探究
朱逸鸿

  ( 江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问题解决”能力作为一种关键性的数学能力，对于小学生数学的学习以及生活技能的习得至关

重要。无论是基于社会的需要，还是在实践教学中暴露出的儿童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等问题，都反映出了培养

学生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重要性。因此，对于教师而言，应该注重培养儿童的专注度、加强数学与实际生活的

联系、引导并提升学生构建数学模型的能力，辅助学生将技巧转化为技能从而形成相应的能力，为今后的学习

与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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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key mathematical ability, the ability of “problem solving” is very important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 learn mathematics and acquire life skills. Whether it is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or the problems 
exposed in practical teaching such as children's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 is not strong, all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training students'practical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Therefore,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children's 
concentration,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ractical life, guide and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build mathematical models, assist students to transform skills into skills so as to form corresponding abilitie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ture study and life.

[Key words]Problem solving ability;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ability

1 小学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研究概述

关于小学数学问题解决能力，我国早期的研究主

要聚焦于培养小学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策略 [1]。基于

心理学视角下的小学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因素等

方面 [2]。之后的研究焦点开始缩小，学者们开始关注

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儿童的逻辑推理能力、思维能力以

及语言的学习等。近年来，学者们又重新致力于探索

儿童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策略。关于如何培养儿童的

问题解决能力，学者们主要从学生的学习方法、学生

的思维方式的训练、教师的教学方式、课堂的氛围、

解决问题的工具、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方面为切入点，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孙群若、赵登明、陈成森 [3] 等

从学生、教师、课堂三个维度为出发点，强调问题解

决能力的培养应注重对于学生解决问题方式的正确性

引导、教师教学方式的改善以及高效课堂的构建；马

艳辉 [4] 则聚焦于问题解决本身，认为应该简化问题、

将题设条件进行归纳整理以及从已知推未知，强调归

纳法与分类法在问题解决中的应用；吴岳峰 [5] 将问题

解决的焦点集中于学习者，注重学生问题意识、数学

模型以及逆向思维等在问题解决能力培养中的重要性；

袁心田 [6] 从解决问题的辅助性工具出发，通过这些辅

助性的解决问题的工具，如：画图、列表、逆推等的

使用从而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汤瑞淦 [7] 强调教

师应该注重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情感和兴趣。林

艳 [8] 则更加关注教师应该在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学习

方式上下功夫。一系列的研究都表明问题解决能力在

数学学习中的重要性，也为之后在信息时代背景下的

“问题解决能力”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笔者试图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聚焦于探索儿童问题解决能力的

结构，以培养学生的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专注力为重

点，提出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策略，举例说明这些策

略在小学数学中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是如何运用的，希

望能够为一线教师的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2 培养小学生数学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必要性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对于人才的问题解决

能力提出了更加迫切的需求，现实的与将来的种种危

机与困境也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解决传统

技术层面的问题已然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人们对于

问题解决的关注点已经从技巧的应用转移到了能力的

培养，以往机械化的问题解决模式已经被时代所淘汰，

人类将要面临的是各种各样非结构性的问题，这就对

人才的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挑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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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能力的培养作为数学教学中的关键自上世纪六十

年代，成为各个国家在数学课程改革中的重点，儿童

在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解决能力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

热点，全美数学教师协会在八十年代提出“问题解决”

应该作为数学教育的核心。[8] 多年来，世界各国在数

学教育改革方面均强调“问题解决能力”的重要作用。

2001年，我国教育部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

行）》中明确提出要“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

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

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

与合作的能力”。[10] 由此可见，“问题解决”能力已

然成为学生数学能力中的重要部分，而小学作为基础

教育的最初阶段，是培养儿童各种能力的关键时期，

只有在最初阶段逐渐渗透问题解决的意识，引导学生

独立解决问题，才能从技能的习得慢慢转化成相应能

力的获得，个体在将来才能够从容应对社会所提出的

各种挑战。

然而实践教学中，由于过于注重提升分数和升学

率，教师的教学和学校的办学只以考试和升学为导向，

只关注学生应试能力的培养和解题技巧的运用，忽视

对于学生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导致学生面对试

题胸有成竹、面对实际不知所措，学生对于所学知识

的应用意识不强、应用能力较弱。教学中对于儿童问

题解决能力的忽视将导致教师为知识教知识，异化了

知识的真正价值，偏离正确轨道的教学将导致学生学

习的功利化，既不利于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也不利

于知识的应用，在教学中强调问题的解决，既能让学

生感受到所学知识的真正价值，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

达到训练学生数学思维的效果，也能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知识观和学习观，明白学习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

更是为了培养其适应终身学习的关键能力。

3 小学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结构

关于问题解决能力的结构，教育家杜威认为问题

的解决包括意识、识别、提出假设、接受和拒绝试探

性的假设五个阶段，分别对应着各个阶段的能力。《义

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提到问题解决能力包括发现

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者冷

少华 [8]在此基础将这四种能力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

此外，伍远岳等人根据 PISA 测试中对学生解决问题过

程的步骤划分，认为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由理解、分析、

推理、实践、反思、表达等多种要素构成。[11]

在根据相关实践经验并在对不同学者的问题解决

能力结构的观点加以分析与概括后，构建出关于小学

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结构，包括专注能力、意识到问

题存在的能力、理解问题并运用数学语言表达问题的

能力、建构并应用问题解决模型的能力以及反思能力。

专注是一种思维的状态，应贯穿于学生问题解决

的全过程。很多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无法做到

注意力的集中，甚至缺乏专注于一件事情的能力，更

不用说解决问题了。如果学生在一开始就无法专注于

问题的情境中，那么就无法发现问题的存在，若是在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被其他不相关的事物干

扰，也会影响问题解决的效果。

意识到问题存在的能力是指学生在面对情境时，

能够具备一定的问题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去

发现自己所处情境当中的问题，这也是解决问题的第

一步。

理解问题并运用数学语言表达问题的能力是指学

生在发现问题的情况下，能够通过所学的知识（这里

的知识不仅指数学方面的知识，也包括其他学科的知

识以及生活中的知识）对问题的含义、要求等加以理解，

并运用相关的数学语言（术语、符号、式子、图形等）

表征问题的能力。

建构并应用问题解决模型的能力是学生在解决问

题过程中，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之上，运用与结合一定

的解题方法和技巧，建构问题解决相关模式和步骤的

能力，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以及学习迁移的能力

等因素影响着问题解决模型建构与应用的能力。

反思能力是指学生对于问题解决的过程、结果以

及在问题解决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进行反思、归纳和

总结的能力。

4 小学数学实际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策略

4.1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专注度

良好轻松的学习氛围是学生进入问题情境的环境

基础，过程中的专注度能够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钻

研于问题中。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善于

为学生打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的大环境，良好的学

习氛围有利于学生思维的放松，思维只有在一个轻松

的状态之下，才有活跃的可能性，如果学生的思维一

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下，那么他就无法腾出大脑去思

考，也就无法发现问题的存在，只有通过营造轻松的

氛围才能够激发学生活跃的思维从而发现问题、理解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提升问题解决能力。例如，教

师可以通过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12] 将学生的思绪

时刻吸引到课堂当中，合理地分配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时间，避免教学中顾此失彼的情况发生。

4.2 立足于课本和教材，将复杂的数学知识简单

化、生活化、情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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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过于复杂抽象的数学知识，学生在理解方面

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何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数学

知识作为一种间接经验，是人们通过不断地实践与反

思而总结概括出来的，其本身就来源于生活。教师在

教学的过程中，应当立足于课本与教材，简化课本中

相对复杂的知识点，通过生活中的实际例子帮助学生

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和定理，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

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发现解决问题，引导学生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联系生活实际、感知数学与生活的联

系。

例如，在人教版三年级上册学习封闭图形的周长

时，直接让学生学习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长公式，学

生会感到过于抽象而无法理解，如果先引导学生测量

身边的一些其他物体，比如数学课本、文具盒、课桌、

自己和同学的头围等，再引导学生从测量的过程中发

现规则图形与不规则图形的周长测量的不同之处。在

学习人民币加减法时，刚进入小学阶级的儿童对于加

减法的掌握还不是很熟悉，人民币这一章节是一年级

数学当中的重难点，特别是面对人民币减法计算时，

很多学生根本无法理解人民币的进位和借位，面对这

种情况，教师可以通过例子向学生展示人民币加减法

的计算规则之后，为学生创造一个购物的生活情境，

让学生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去感知和熟悉人民币的相加

减，这样也有利于学生将所学的数学知识迁移到实际

生活当中，提高学生的生活技能。在学习 20 以内的加

减时，对于抽象的数字，学生可能会无法领会其真正

的含义，此时，教师就可以借助一些生活中的实物，

将抽象的数字转化为相应数量的实物帮助学生进行计

算。

在人教版小学一年级数学中所遇到的问题，大部

分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关，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教师要尽量将它们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避

免出现知识与学生生活脱节的现象。此外，在将知识

与学生日常生活相联系的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

中，也要注重引导一年级的学生阅读题目，充分理解

题目的意思，正确把握题目所给出的信息。

4.3 引导学生发现并总结规律，促进学生学习迁

移能力的提升

问题与问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如果让学生

了解并学会运用这些规律，那么当面对同样或类似的

问题的时候，学生就可以借助相关的规律解决问题。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要经常引导学生自己发现并总结

规律，教授问题解决的方法和策略，整合学科与学科

之间的内容，加强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结合数学大

单元教学，促进学生学习迁移能力的提升。

例如：在学习 9 的乘法这一部分时，为了提升之

后的学习效率，很多老师会要求学生记忆乘法口诀表，

然而在记忆9的乘法部分时，对于学生来说是最困难，

那么就需要老师引导学生发现其中的规律辅助学生记

忆。比如：从 1×9 开始，每一个积数的十位上都是第

一个乘数减一、个位上的数从9开始往后依次减一等。

通过发现 9 的乘法的规律，教师可以再引导学生发现

并总结 9 的加法的规律，从乘法的学习迁移到加法的

学习，加强前后知识点的联系，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

迁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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