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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课堂中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目

标，小学数学教师要通过习题训练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使

学生将理论知识内化于心并应用到具体的使用场景中，在实

践活动中构建完整的数学知识体系，为他们解决复杂的数学

问题奠定良好基础。在数学课堂有很多图形内容需要掌握，

通过画图分析解题策略可以有效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为培

养学生的数学学科素养奠定良好基础。小学数学教师在课堂

教学中应就如何培养学生的数学学科思维展开深入探究，由

于小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教师要培养学生

应用线段图的能力，将抽象的内容直观呈现出来，有效提高

学生的解题效率。数学教师要培养学生对数学习题的观察能

力和分析能力，捕捉关键信息明晰解题思路，帮助学生掌握

线段图的意义和具体应用策略，有效提高学生的数学解题

能力。

一、线段图运用到小学数学中的意义

（一）直观地呈现抽象的数量关系

在数学应用题的指导过程中，教师在为学生布置相应的

训练任务后，就要求学生独立进行思考和探索。教师不仅为

学生提供了一些显性的信息数据资源，同时有很多隐性数据

资源需要学生通过思考才能得出，学生必须理解题目的数量

关系，这是数学应用题中非常关键的教学问题，教师应在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过程中引入线段图，对数学应用题进行有

效改进，将抽象的数量关系转化为直观形象的符号，通过一

目了然的数量关系对比，有效提高学生的理解水平，使学生

迅速结合数量关系进行解题判断，这种将抽象数量关系直观

呈现在学生面前的线段图优势对于学生解题能力的提升作用

明显。

（二）帮助学生正确解读数学语言

在数学应用题中涵盖了非常复杂的数学逻辑关系，小学

生要对其中的逻辑关系准确把握，在应用题中将数学语言汇

总形成直观的数量关系，再对这些数量关系进行对比分析，

通过计算进行习题解答。教师利用线段图指导学生分析题目

的数量关系，这是帮助学生攻克学习难点的重要手段，而通

过应用线段图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每一部分想要表达的数学含

义，而教师要通过细节入手帮助学生逐步掌握分析数学题意

的能力，能够帮助学生独立对数学语言进行解读，汇总线段

图的信息，有效提高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

二、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应用题教学手段单一

结合当前的实际教学效果进行分析，很多数学教师应用

的教学手段比较单一，在应用题教学过程中并没有引入创新

思维，很多学生都是通过教师的习题讲解去学习解题技巧，

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获得发展思维的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明显

不足。由于教师采用的教学手段比较单一，仅能通过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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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帮助学生理清题意，不能为学生提供更多辅助性的学习

方法，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学生的解题思路也单一，思维

发展受到了限制，会对学生深入学习数学知识带来一定影响，

这导致小学数学应用题的教学手段有待更新。

（二）忽略解题技巧渗透

很多数学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为学生设计一系列的教学任

务，结合例题讲解后就要求学生进行自主训练，在整个过程

中学生并没有掌握解题技巧，在应用题中学生不仅无法准确

把握线段图的应用时机，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也无法迅速抓

住应用题的核心进行解题思路的预设，不能将线段图与题干

的关键信息融合在一起，而学生没有掌握正确的解题技巧，

使他们的数形转化能力严重不足，在解题过程中思路复杂学

习效率也直线下降。

（三）审题习惯培养不力

审题是学生解决数学应用题的重要一部分，学生在解

决数学题的过程中需要具有较高的审题能力，需要保持良

好的审题习惯。在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审题习惯当中，为

了防止学生陷入到解题困境，教师要结合学生实际水平，

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审题习惯。部分学生在数学审题时较

为简单地阅读题目表面意思，没有掌握题目的核心意思，

导致学生抓不住解题的核心点，让学生判断失去正确性，

不能正确解题。

三、线段图在分数应用题的解题策略

分数乘除法的应用是小学数学解决问题中的重点。它的

学习效果直接影响后续百分数的解决问题。分数乘除法的应

用也是小学数学解决问题的难点。老师们都有这样的体会：

在分数乘法或除法的单元教学中，学生的单一练习正确率是

高的，但在之后的综合练习中学生就非常容易混淆，出错率

相当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根本没弄清楚标准量、对比量

及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一个孩子能够把题目意思画出来，

就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线段图是我们学习数学解决问

题最常用的示意图之一，具有形象、直观、简洁、逻辑清晰

等特征。所以作者尝试并实践通过画线段图的方法来突破分

数乘除法解决问题这个难点。

人教版教材相关内容的编排如下：

六上第一单元分数的乘法

例 1：这个大棚共 480m2，其中一半种各种萝卜，红萝卜

地的面积占整块萝卜地的 1
4

，红萝卜地有多少平方米？

例 2：人心脏跳动的次数随年龄而变化，青少年心跳每

分钟约 75 次，婴儿每分钟心跳的次数比青少年多 4
5

，婴儿

每分钟心跳多少次？

六上第一单元分数的除法

例 3：根据测定，成人体内的水分约占体重的 2
5

，儿童

体内的水分约占体重的 4
5

，小明体内有 28kg 水分，小明体

重多少千克？

例 4：小明体重是 35kg，他的体重比爸爸的体重轻 8
15

，

小明爸爸的体重是多少千克？

分析这几个例题：乘法的两个就是“求一个数的几分之

几是多少”和“求比一个数多几分之几是多少”的问题，本

质是已知标准量求对比量；而除法的两个就是“已知一个数

的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和“已知比一个数多几分

之几是多少，求这个数”的问题，本质是已知对比量求标准

量。为了减少之后综合练习的出错，通过设计如下画线段图

的练习课整合以上内容，作为分数乘除法的应用的铺垫，也

为下册百分数应用的学习打好基础。尝试用完整的线段图画

出以下各问题并解决：

① a 是 20，b 是 a 的 ２
5

，b 是 几？ ④ a 是 20， 是 b 的

2
5

，b 是几？② a 是 20，b 比 a 多 2
5

，b 是几？⑤ a 是 20，

比 b 小 2
5

，b 是几？③ a 是 20，b 比 a 少 2
5

，b 是几？⑥ a

是 20，比 b 大 2
5

，b 是几？

（一）通过画线段图可以明确标准量、对比量

经过教学一般学生都是很清楚：求标准量用除法、求对

比量用乘法，但是很多学生就错在第一步判断谁是标准量谁

是对比量上。经过调查询问知道，有的学生根本没仔细辨别，

稀里糊涂全凭感觉；有的学生则是判断出错，常常把题目中

先出现的量定为标准量。为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让学生

在初步读题判断后画线段图。因为在画图过程中，会遇到一

个“先画谁”比较方便的问题。经过比较、尝试就会发现：

先画出标准量比较容易。以①为例，先画 a，再把 a 五等分，

其中的 2 份就是 b，这样能顺利画图的，那么先画的就是标

准量没错了。以这个先画的量为标准进行等分，相应的取若

干段作为各对应量。用④来与①比较，尽管有跟①一样的已

知：a 是 20，但在④中如果先画 a，那要把 a 几等分呢？这样

的几份是 b 呢？就不是那么顺利了。反之先画 b，再把 b 五

等分，其中的 2 份就是 a，就比较方便了。这样经过推敲尝

试后，学生会对谁是“标准量”非常明确了，对标准量的意

义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二）通过画线段图明确各量对应的分率

对于解决这类问题的列式过程中，必定会涉及到对比量

的分率问题。正确明辨各对比量的分率是解题的重点。通过

画线段图也可以落实这点。在上面步骤的基础上，要引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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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先在标准量上标注好单位“1”，其次要按题目意思将标准

量进行等分，一般分母是几就是几等分，最后根据对比量与

标准量的关系，确定对比量是标准量等分小段中的几段画出

来即可。以①⑥为例可依次如下表画图：

表 ①⑥画线段图步骤表

① ⑥

第一步
“1”

a：

“1”

b：

第二步 a： b：

第三步
a：

b：

b：

a：

这样从图中就可以直接看出对比量的分率了。如①中对

比量 b 的分率就是 2 个 １
5

即 2
5

；⑥中的对比量 a 的分率就

是 7 个 １
5

即 7
5

。

（三）通过画线段图明确问题所求

经过上述步骤基本的题目意思已经表达出来了，以至于

很多学生就着急做题了。事实上在此之后还是有一些学生会

出错。主要是乘、除法搞错，那么接下来要做的是最后在图

中一定要标注“？”来明确问题所求，同时把已知量也可以

标注出来。

（四）通过线段图直观感知答案的大小

有的时候学生的做出来的答案很明显是错误的，但他们

却发现不了。如⑥这个问题有些学生会用乘法算出答案“28”

来。那如果有线段图的话，经过比对就会发现是错误的，因

为由图可知 b 的值是比 20 小的。就如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

提到的：形能帮助人们直观感知数的大小。

经过这个基本练习课的铺垫，学生对遇到分数乘除类的

解决问题，有了基本的套路，心理上就有了一定的安全感，

愿意去尝试画线段图、分析数量关系、列式解决并检验。事

实上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中，由于情境的多元性、关系的复杂

性，那么正确列式对一部分学生来说还是有难度的，这样我

们就更加需要借助线段图来分析了。在之后的综合性练习中

作者继续跟踪关注，鼓励学生多画线段图，发现确实在解决

这类问题中情况好很多。

（五）借助线段图，可以化难为易

有的问题，数量关系比较复杂，学生难以理清，那么借

助线段图就可以准确找出数量间的对应关系，很容易列出正

确算式来解答了。

如：一辆货车和一辆客车同时从甲、乙两地相对开出，

经过 2 小时，两车在距中点的 18 千米处相遇。这时货车所行

使的路程是客车行使路程的 ２
3

，求两车的速度？

作者关注到：一开始很多学生都无从下手，个别会思考

的学生也会凭对行程问题的经验先画线段及中点，甚至他们

也知道相遇点是在中点的哪一边，至于接下来就卡住了，孩

子们有些沮丧。后来提醒孩子们注意“这时货车所行使的路

程是客车行使路程的 ２
３

”这个信息，唤醒了孩子们对“标准

量、对比量”的记忆；然后注意到有部分“先进”学生开始

去画一条线段并将它等分三段，然后量出两段的长接上去画。

这样从甲地开过来的货车行使了两段，同时从乙地开过来的

客车行使了三段后在交汇处相遇。这时候再提醒孩子们标注

出“中点”，从而就找到数字“18”对应的线段了。到这个时

候作者发现：班级大部分孩子都被带动了，他们的线段图也

是呼之欲出了。之后遇到的问题是：“18”的分率是多少？这

时候作者就鼓励孩子们再回到图中去找答案：客车行使过的

三段是标准量，分率是“1”，那每一小段的分率就是 １
３

，那

“18”是图中的半小段，它的分率就是 １
３

÷2= １
6

。

所以，在复杂的问题中，经过基本的画图步骤再结合巧妙

的设计就可以画出合适的线段图，这样可以将抽象思维转化为

形象思维，使难以解答的问题，绕过了思考障碍，获得简便易

行的解题方法 . 借助线段图，可以化知识为能力线段图不仅能

将问题化难为易，而且还可以借助线段图，发展学生的各种能

力。如一题多解的能力、编题的能力、表达的能力。

四、结语

通过画线段图的手段，将分数乘除法的应用整合在一起。

线段图是一种重要的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方法。对于解决分

数、百分数、比例等相关的问题，经过线段图的运用，数与

形有机的结合，不仅发展了学生的形象思维，而且实现了形

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互补。但是要让学生习惯画线段图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我们要在日常的教学中尽量多的渗透

或要求画线段图，一有类似问题就画、一碰到难以入手的问

题就画，让“不会做就画线段图”这样的想法深深地印在学

生的心里，慢慢地我们就会看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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