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科研管理
2023年5卷10期

运用问题教学法培养学生思维是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以“核心素养”为基础的小学数学应用题的复习，要注意问

题的分类和知识的建构；对难点问题进行剖析，打破思路上

的“瓶颈”；正确的题型对比，增强鉴别能力；将所学的知识

进行整合，达到熟练掌握。

一、归纳错题的类别，进行多样化练习

多样化练习是对不同题型进行训练教学，使学生的思维

更活跃，并得到良好的拓展，在日常学习及考试中都能具备

较强的学科能力，独立、正确地解答，影响学生学习与发展。

尤其是在错题多样变化的过程中，通过线段图对复杂的数量

关系表示，解题思路清晰，强化学生自主能力。

例如：小花与小红一共有 86 张画片，小红比小花多 8

张，求两人各有多少张画片？①此问题相对较简单，学生均

能独立解答。但是在进行变式练习后，却又有很多同学容易

出现错误：小花与小红一共有 86 张画片，小红给小花 8 张画

片，两人的画片张数相同，问两人原来各有多少张画片？②。

用线段图展示。

从问题上分析，①是两人画片数量之差是 8 张；②是两

人的张数之差是 2 个 8 张。在对比及分析的过程中，能保证

学生正确掌握习题中的数量关系，才能保证解答结果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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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①、②问题不同，在线段图绘制时也不同，引导学生

探究本质内容，梳理错题中数量关系，使复杂的内容变得简

单化、直观化，便于学生解题与学习。

又如：小张、小王和小李同时从湖边同一地点出发，绕

湖行走。小张每分钟走 90 米，小王每分钟走 70 米，两人同

向而行，小李与他们反向而行。30 分钟后，小张与小李相

遇，又过了 5 分钟，小李和小王相遇。问绕湖一周的路程是

多少米 ?

很多同学在做这道题目的时候，容易被这个“绕”给绕

进去，还容易混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时候老师要分析错题

的原因在于，三者之间的距离；正反向的概念；然后指导学

生通过线段图的方式解决。

三人行走了 30 分钟后小张与小李相遇，这时小张与小王

的运动可反向看成是一个追及问题，追及的路程也就是小张

与小王的路程差，即 CD 的长为（90-70）×30=600（米）。

而 CD 这段路程又是小王和小李 5 分钟所走的路程和，这显

然又变成了一个相遇问题，因此可以求出小王和小李的速度

和为 600+5=120（米 / 分），再根据小王的速度就很容易算出

小李的速度为 120-70=50（米 / 分）。

要求绕湖一周的路程，即湖的周长，也就是图中 AB

的长度，这又是一个相遇问题。根据小张和小李的速度和

及相遇时间，我们不难算出绕湖一周的路程为（90+50）

×30=4200（米）。

二、对难点问题进行剖析，打破思路上的“瓶颈”

在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认知结构之后，老师就可以有目的

地将困难的题目设定出来，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的数学知识运

用到实际当中，在困难的问题中，能够对自己的数学学习有

新的认识。在数学学习过程中，数形结合是一种非常关键的

数学理念，可以让学生在解题的过程中，更好地提升他们对

知识的理解，从而获得灵感。在小学的时候，可以通过对线

段图的合理运用，让学生们在推理中克服困难，从而提高自

己的思维能力。

以上四种不同的应用问题，可分为简易与复合两种。在

同一题目中，当“1”是一种确定的时候，对学生来说比较好

理解，而当一个以上的“1”是一个以上的时候，他们就很难

理解了，经常感到困惑。在复习过程中，老师应对线段图的

功能进行更深入的重视，在同一题目中有多于一个“1”的情

况下，可使用两条线段并置或多条线段并置的方法。通过指

导同学们仔细地阅读题目，按照一定的次序绘制线段，独立

地对数量关系进行分析，把每个线段的题目标注出来，寻找

解题的方法。

比如一条裙子，原本是 150 块钱，在“双十一”的时候

打了九折，现在又加价了 10%，等这条裙子活动结束之后，

还能不能恢复原价？问题一出，请同学们用线段图来表达问

题的内容，并谈一谈问题中所涉及到的量的关系，然后用算

式来解决问题。然后，老师让同学们在讲台上演示，并进行

总结。同学们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并阐明自己的想法。

很多同学都算出了 150×（1+10%-10%）=150，150-150=0。

最终的结论是，这套裙子在这场活动结束之后，可以恢复到

原来的价格。在解答此类问题时，老师给予适当的指导和改

正，并指出“1”是此类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想要确定这

套裙子在“双十一”的时候，售价是要计算的。在教学过程

中，老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并进行分析、启发。

一条裙子打九折，减价幅度为原价的 1-10%，此处的“1”

即为 150，团队在此及时进行剖析。“双十一”活动期间，售

价 150×（1-10%）=135 元。再次涨价 10%，就是以 135 元

为“双十一”的“1”为一个单元，小组成员按照题目的意

思，绘制了一张线段图，标注了“双十一”的具体情况，并

询问了该事件结束后的售价。整理了一下这些数字之间的联

系，将这次的价格变成了 135+10%，也就是 1135×（1+10%）

=148.5。促销结束后，价钱低于原价。因此，如果总是将 150

作为一个“1”来进行运算，那就错了。最后，老师总结出较

为困难的解题步骤及解题方式。首先要搞清楚问题的本质，

搞清楚题中将哪一个数字视为“1”，并用线段来表达所知道

的条件和问题，接着用线段图形对其进行定量的分析，从而

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将其列式化来进行求解，并进行

验证。

利用线段图，可以使同学们对题目进行解析和了解，使

他们对量的等式性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从而更加精确地掌

握了量的对应。在解题过程中，打破了思维的瓶颈，使同学

们对所学的内容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三、对比不同类型的错误，促进学生的鉴别能力

由于学生对知识的吸收程度各有差异，所以在解决问题

时出现的失误也不尽相同。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利用错题，

并通过对错题的分析，对问题的成因进行探讨，总结出解决

问题的经验。对于分数比较复杂的分数，百分比应用问题的

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找不到“1”的具体位置。因为有些“1”

在数量上看不出来，而在同一问题中，“1”的数量也是不同

的。由于已经知道的与未知的数量之间存在着难以区分的联

系，所以难以判断使用乘法或乘法。因此，在解决问题的时

候往往会出错。对于一些比较容易犯的错误，老师要找到一

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加以说明，以避免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我们将其划分为三个步骤。

（一）提出错误题目，并对其理由进行剖析

针对大多数同学都会犯错误的较为复杂的问题，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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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的时候，老师要把相似的问题重新展示出来，看看问题

出在哪里，并进行分析。例如，六年级男孩种了 120 株树，

男孩相比女生种了更多的树，女孩种了几株树？答案：120×

（1- 1
4 ）=90（棵）。在剖析题目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题目

中“1”的数量。同学们迅速找到了以“1”为单元的男孩们

种了多少棵树。为何“1”的数量不是男孩种的树的数量？老

师指导同学捕捉关键词，男孩植树多于女孩，女生则是男生

数量的对比，即“1”的数量。

（二）反思修正，吸取教训

女生种树的数量以“1”为单位，男生的树 = 女生的树

+ 女生的数量乘以 14。这就意味着，男孩种了 120 个树苗，

而女孩种了 120 个树苗。按照这个公式，答案应该是 120×

（1- 1
4

）=96（株）。经过对问题的分析，找到了产生的根

源。清楚地说明了和哪一个被比较的是“1”。在判断出题中

的“1”之后，就要去看看问题中已经知道了哪些条件，问了

些什么问题，才能做出正确的解答。

（三）配合练习，提高思考能力

黄大叔养了 90 框的鲍鱼，超过了传统的人工饲养数量

1
5

，这产量比传统的多多少？有些同学对此类问题的解法产

生了错误。老师将同学们做过的错误线段图和老师给出的正

确线段进行对比，找出重点句中有多少个人出现错误的关键

点“ 1
5

”，并指出“1”的数量就是鲍鱼。通过一系列有针对

性的培训，同学们对这类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出错率也逐

渐降低。在课堂上，老师要将错题的例子灵活地使用，全面

地剖析学生曾经做过的题目，找出问题的根源，并设计有针

对性的习题。让他们体验从“错误”到“领悟”的这一历程，

从而提高他们对事物的辨别能力，从而为他们以后的数学思

考奠定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四、将所学内容进行综合应用，达到精通

在小学数学中，大多数题目都是一道题一个解的，如果

让学生在长时间的实践中，就会产生一种固有的思考方式，

从而制约了他们的发散性思考。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针对

以上四种类型的试题，出现了四种不同类型的题目，没有正

确认识“数量”和“比例”之间的关系。容易的问题可以做

得正确，高度抽象的问题经常会犯各种错误。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结合课本内容，让学生自己设计问题，从多个侧面、

多角度去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让同学们的发散性思考得

以发展。作者设定了接种三次预防针的情景，从同学们的学

习状况来看，效果还不错。

举个例子，提问：六年级接种了 3 剂疫苗的学生 240 名，

（）？五年级接种 3 剂疫苗的学生有几名？要求同学们根据所

给的答案填空，然后用手绘出一张线段图来解决问题。让同

学们自己写出自己的答案，并在小组内进行讨论。通过对不

同问题的解答，老师总结出 8 种不同的问题，进行多媒体演

示：1、六年级接种的学生比五年级接种的学生多 1
4

，比例

为 25%；2. 五年级接种了该疫苗的学生数量与六年级接种的

多 1
4

，比例为 25%；3. 六年级接种的学生有 1
4

（25%）高

于五年级接种的学生；4. 六年级接种的学生有 1
4

（25%）少

于五年级接种的学生；5. 五年级接种疫苗的学生有 1
4

（25%）

高于六年级接种的学生；6. 五年级接种疫苗的学生有 1
4

（25%）少于六年级接种的学生；7. 六年级儿童接种了五、六

年级和六年级儿童接种的儿童总数的 1
4

；8. 五年级儿童接种

的儿童占五、六年级儿童总数的 1
4

。

首先按照“1”是否知道或不知道将其分成两种类型。同

学们迅速地把 2，5，6 和 1，3，4，7，8 放在一起。在此基

础上，通过小组合作，让同学们分别从 2，5，6 题中找出单

位“1”的大小，并与同学们一起探讨，对其中的数量关系进

行分析，找出相应的计算方法，并写出算式。然后观察比较

2，5，6 的算式。在此基础上，老师归纳总结：“一个数字中

的若干（百分比）是多少？”“1”的数量乘以相应的分率 =

一个对比数量 . 用相同的办法，也就是先找到“1”，再定法，

再做算式。让他们自主学习 1，3，4，7，8。老师走来走去，

点了学生的名字。在此基础上，老师对学生进行总结：知道

了一个数字的几分之一（百分比）是什么？对比数与相应比

率 =“1”的数量。有些实用问题，如不知道“1”，则可用列

式来解决。

五、结语

总的来说，在运用题的复习过程中，老师们要根据学生

的发展情况，仔细地对课本进行整理，把零散的知识进行合

理的分类，区分出不同类型题目的基本特征。通过对所学知

识的综合分析，对难点问题进行解答，发现错误的成因，并

及时进行补充。我们要让学生自己设计问题，让他们自己去

探究，去理解这些知识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

进后的教学方法，以达到改进后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解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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