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6 月（总第 205 期） 

1729  

教学实践 

浅谈小学数学解题技巧 
◆宋伟涛 

（黑河市第三小学  黑龙江黑河  164300） 

 
摘要：小学数学水平的高低和基础知识的灵活应用，关键在于生活中的

数学应用，题的解决技巧是最好的体现。提高小学生解决数学题的能力，

实现解答数学题技巧的多样化，我们教师必须让学生以抽象思维训练为
主，努力做好数学解题的基本步骤的训练。以实现学生对题不慌、稳超

胜卷的心态和能力。 本文对小学数学教学中的解题技巧做些粗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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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题技巧  
审题是正确解题的关键，是对题目进行分析、综合、寻求解

题思路和方法的过程，审题过程包括明确条件与目标、分析条件
与目标的联系、确定解题思路与方法三部分。  

（1）条件的分析，一是找出题目中明确告诉的已知条件，
二是发现题目的隐含条件并加以揭示。目标的分析，主要是明确
要求什么或要证明什么；把复杂的目标转化为简单的目标；把抽
象目标转化为具体的目标；把不易把握的目标转化为可把握的目
标。  

（2）分析条件与目标的联系。每个数学问题都是由若干条
件与目标组成的。解题者在阅读题目的基础上，需要找一找从条
件到目标缺少些什么？或从条件顺推，或从目标分析，或画出关
联的草图并把条件与目标标在图上，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以顺
利实现解题的目标。  

（3）确定解题思路。一个题目的条件与目标之间存在着一
系列必然的联系，这些联系是由条件通向目标的桥梁。用哪些联
系解题，需要根据这些联系所遵循的数学原理确定。解题的实质
就是分析这些联系与哪个数学原理相匹配。有些题目，这种联系
十分隐蔽，必须经过认真分析才能加以揭示；有些题目的匹配关
系有多种，而这正是一个问题有多种解法的原因。  

二、语言叙述技巧  
语言（包括数学语言）叙述是表达解题的过程，是数学解题

的重要环节。因此，语言叙述必须规范。规范的语言叙述应步骤
清楚、正确、完整、详略得当，言必有据。数学本身有一套规范
的语言系统，切不可随意杜撰数学符号和数学术语，让人不知所
云。  

三、答题技巧  
答题技巧是指答案准确、简洁、全面，既注意结果的验证、

取舍，又要注意答案的完整。要做到答题技巧，就必须审清题目
的目标，按目标作答。  

四、解题后的反思  
解题后的反思是指解题后对审题过程和解题方法及解题所

用知识的回顾进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深化对知识的理
解，提高思维能力。（1）在解题时有时多次受阻而后“灵感”突
来。这时，思维有很强的直觉性，若在解题后及时重现一下这个
思维过程，追溯“灵感”是怎样产生的，多次受阻的原因何在，
总结审题过程中的思维技巧，这对发现审题过程中的错误，提高
分析问题的能力都有重要作用。（2）学生在解题时总是用最先想
到的方法，也是他们最熟悉的方法，因此，解题后反思一下有无
其它解法，可使学生开拓思路，提高解题能力，这样也是十分必
要的。 

五、引导学生多角度的思考问题，提高学生综合解题能力  
在数学教学中，要遵循学科的基本特征，同时还要考虑学生

的身心发展特点，构建开放式的教学课堂，设置灵活多变的应用
题题型，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多思维的去思考问题，将课堂归还
给学生，摒弃以往灌溉式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多从学生的思
维和学生的角度出发，让学生去思考、去动手操作、去探索，不
断创新学生的思维意识和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客观来讲，小学
阶段，学生思维能力、学习能力都正处于一个开发性的阶段，这
一阶段学生的能力的培养、学习习惯的培养、思维意识等方面的
培养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和影响到学生今后的学习和成长。

对此，在高段数学应用题教学中，应遵循应用题教学的基本特征，
对于较为复杂、涉及到新知识的应用题，学生按照常规解题思路
无法下手的题型、题目，要鼓励学生开动脑筋，适当的“旁敲侧
击”，不要一味的依赖教师，照搬公式，充分的发挥教师的指导
性和引导性，引导学生重新审视题目，转换思路，尝试用不同的
解题思路和解题方法解题，以培养学生开放性思维和灵活的解题
思路。一方面，提升学生高段数学解题能力，另一方面，促进学
生数学知识的融会贯通，实现知识内化和课堂教学的精彩生成。  

当然，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适当的组织小组活动，让学生
在相互讨论、探索过程中吸收新的知识点和形成新的思路方式，
在思维探讨和碰撞中，形成自身的能力。  

六、教会学生全面认真审题，培养学生数学逻辑思维能力  
数学作为一门逻辑性、思维性和抽象性的学科，对于小学生

而言无论是在认知结构体系还是理解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审题不清、审题漏洞、概念理解不透彻、数学符号运用
不合理等问题经常发生，给学生解题造成困难。一方面是基于学
生数学逻辑思维能力的缺乏。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学生学习态度不
端正、不认真，审题思维错误。对此，我们在强调对学生应用题
解题能力培养的过程中，要重点引导学生认真审题，正确的把握
题意，弄清楚题目中提出的问题和已有的条件，对较为复杂的题
目、涉及到的知识点较为广泛的题目进行层次化、细致化和条理
化，使学生能够理清思路，找准方法。在审题时仔细审查，让学
生学会打草稿，学会使用几号标志，反复解题，去挖掘题目中隐
蔽的信息，读懂数学符号和数学语言。如：复述关键点、图形结
合等方法，教会学生全面认真审题，提高学生数学逻辑能力，增
强审题的准确性和效率性。一方面，通过复述技能不仅可以巩固
学生数学理论知识点，增强学生数学语言应用能力，让学生形成
正确的审题思路和解题思路，有助于对学生表述能力、归纳技能、
独立思维能力和数学意识的培养。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参与到数
学应用题教学过程中，去体验知识形成，去将概念具象化、应用
化和实践化，对于培养学生数学思维，促进学生数学认知结构体
系完善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在高段数学应
用教学中，教师要转变教学思路和教学模式，与学生共享解题经
验，鼓励学生提出新的解题思路，分享新的解题方法，增强教学
活动的双向性和互动性，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课堂由“怎么教”转为“怎么学”的转变。  

结束语： 
当然，小学数学应用题的解题策略有很多，这里只是举一隅

以反三而已。在小学数学解题能力的培养中，可以利用多种方法
去加强解题技巧的训练，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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