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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乡村学生数学解题的习惯 
◆符朝美 

（海南省陵水县祖关初级中学  海南省陵水县  572434） 

 
摘要：在乡村中学，学生的数学学习不够灵活也不够自信，探讨学生学

习数学的解题习惯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所以，本着新课程基本理念，

结合新课程标准，重视学生掌握适合自己的学习数学方法，这就要培养
适合自己学生的数学解题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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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广告语“好习惯成就好人生”颇有感触。长这么大，看
着几届学生毕业，确实需要感慨好习惯的魄力。好习惯包括很多
方面的习惯。如何培养学生数学解题习惯，在此提出几点建议。 

一、依据 
新课程基本理念中提到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1]，

主要是让学生有一个适合自己的数学解题习惯，掌握恰当的学习
方法。 

二、培养学生数学解题习惯的建议 
1、重视概念学习。知道概念，理解概念，才能理解题意，

才能找到解题突破口。除了要求学生找到概念的关键词，领悟其
中的含义，找到判断的依据。还要求学生每人手中都有一本概念
作业本，抄概念并加批注该概念的关键词，这样加深理解并有印
象。其实，有些文字法则、规律，想要学生熟记是有一定的难度
的，但是如果在解题的时候要求学生边做边读，这样不仅牢记解
题步骤，也能熟练解题过程，更能熟记法则规律。在平时的课堂
当中，初教解一元一次方程或一元一次不等式时要求学生做每一
步写出每一步的步骤，这样初学者易于理解，也易于一步一步地
写出解题步骤。刚开始让学生每做一步写出一步的解题步骤，然
后熟练了只要求他们做一步读出一步的步骤，这样会觉得顺口，
久而久之，解题步骤脱口而出，只要你肯下笔，解题过程一目了
然。最基本地会随口说出“移项变号”这一步。 

2、重视解题小细节。重视解题规范性，其实就是注重解题

小细节。细节方面，需要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适合学生的学习

方法就是好办法。在平时备课中，想学生之所想，在课堂中，问

学生之所问，亦是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接近学生，关注学生的

一些行为习惯，偶尔家常话聊，寻思学生的数学解题思路。借鉴

传统的解题规范，深思恰当的解题格式。教师在课堂上，尽量先

将学生会经常犯错的火苗给一下子扑灭，以后才易于纠正错误。

就像学生在化简分式或解含有分母的整式方程、分式方程时常常

犯错的地方在于给多项式添括号情况，遗漏括号就会导致运算顺

序不对，从而整道题的运算结果就出错了。例题分析如下：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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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多这么一步小小的动作会让学生解

题时尽量少犯错误。经常强调这样一个小细节，久而久之，学生

就会养成一定的习惯，从而提高学生解题的正确率。 

3、重视训练有度。熟能生巧，多多练习。刚开始不能一个

劲地告知他们原理，只要他们按照步骤认真解题，久而久之，相

信他们会有所领悟出其中的原理。就像小时候只要把所要背诵的

都背熟了，到了一定程度自然而然地用到恰处。例如：学习平方

差公式和完全平方公式时，对于字母的记忆，熟练，不如图形形

象更有印象，毕竟乡村的孩子对 26 个英文字母是有免疫力的，

看到字母脑袋会短路的，所以为了让学生更易于接受，需要老师

们下功夫，找合适的学习、记忆方式启迪学生。几年验证了这种

方法还是有些效果的，就是找模板套用公式来得实在。模版如下：

   22 ba
，        222 2 ba

，        222 2 ba 。

有了模板，还要边写模版边念，平方差公式：a的平方减去b 的

平方等于两个括号相乘，括号里一加一减。完全平方公式：

 2ba  等于括号平方 2 倍括号括号加上括号平方。 

4、重视投其所好。投其所好，无非就是激发兴趣。想要激
发学生学习数学解题的兴趣，这是永久讨论的课题。在此，本就
一点，钻研教材，因材施教，实地取材，相信每个学生都会感兴
趣一时。其实，简单点说就是举例要贴切生活情况及其学生关注
的话题。了解学生的青春心动，喜欢帅哥靓妹的男女主角，在他
们学习用列表法或画树状图来分析概率的问题，为了加深学生的
印象，在分析问题时需要花些心思。例如：在分析我省 2015 年
中考数学试题第 11 题选择题时，我发现分析题目中的“男、女
生文明小卫士”时学生的反应并不激烈，感觉像是为了题目而分
析题目，有点乏味，没有触动心灵深处。本人认为这样依着题目
分析，学生的理解程度是不够理想的。我试试再分析，想到学生
们平时爱看电视剧或小说，换种角度分析：将“男、女生文明小
卫士”说成男女主角。两男一女说成男一号、男二号、女主角。
没想到，学生们的反应确实比前一种说法强烈了许多。那些学困
生都能开口回答问题了，最起码这些学困生知道了列表法或画树
状图求概率问题。这样分析题意确实让学生加深印象，这是我后
来复习用列表法或画树状图来分析概率的问题时才发现的，我一
要分析问题，有些学生随口蹦出男女主角问题，从而问题迎刃而
解。这时教师要留时间给学生自己动手画图或列表解答问题，然
后展示学生的成果，这样学生更是兴趣十足，精力充沛。相信大
家对这个知识点印象深刻。 

5、重视有错必改。不管是作业方面还是练习方面，需要花
点心思。大家都提倡分层次布置作业和练习，但是这个层次也许
需要老师的精心安排才能更有效。其实在学生来讲，老师布置了
作业，他们都想全部完成，但老师并不想要他们全部完成。老师
分层次布置作业的意思是想让学生各自独立完成，能做多少，会
做多少，尽量一步一步体现在作业本上，并不是一味地抄袭别人
的成果过来。抄袭作业这个现象确实让人头痛，骂不得，毕竟他
们的态度是好的，按时完成老师安排的任务。但是老师得不到预
期的目的：学生独立完成。慢慢发现，这样口述叫学生按照自己
的能力完成作业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发现，直接点名式的分层次
布置作业还是有些实效性的。既然是点名式地完成作业，需要老
师及时批改，及时指点更正，学生才能更好的接受，及时巩固知
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会听话，及时在旁更正，他们有
时会偷懒，将你的话从左边进右边出。所以，想让学生养成作业
练习及时更正的习惯，除了鼓励，还需要老师的督促和敲打。此
任务任重而道远，为今后的有错必及时改过来的行为有一定的影
响。 

总之，要养成数学解题的好习惯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
的，需要学生的积极配合和坚持到底，也需要老师的正确引导和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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