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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解应用题思维受阻的原因及对策 
◆聂树桃 

（湖南省汨罗市汨罗镇蟠龙桥中学） 

 
摘要：初中数学教学中，应用题的教学始终是一个难点。对于学生而言

最难的在于应用题解题思维受阻。笔者基于教学经验，分析出解应用题

思维受阻的原因包括发散性思维受阻、收敛性思维受阻、递进式思维受

阻。解决思维受阻的方法则从审题、读题、翻译、挖掘四个步骤，让学

生思考逐渐深入，逐步解决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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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教学中，应用题的教学始终是一个难点三个层次。。
解应用题要求学生达到以下几方面的要求：一是具有较强的语言
基本功，能阅读理解问题的背景材料，分析类型、性质，明确要
求，即过文字关；二是具备扎实的数学基础知识，基本生活常识
和基本的现代技术手段，即过基础关；三是运用数学知识或者技
术手段分析各种数量关系，构造简单的数学模型，将实际问题数
学化，并能解决这个数学问题，即过转化关。每一关似乎都是横
在学生面前的一道鸿沟，常使许多学生对之感到困难甚至望而却
步。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何在？教师又该如何应对呢？ 

一、思维受阻的原因 
发散性思维受阻。这集中表现在审题这一环节上。部分学生

缺乏认真思考的良好习惯，不清楚审题的要求是什么，拿到问题
后只是粗略一看，不能全盘把握题目语言中所提供的全部信息，
不能准确地理解题目中的语句所表达的含义，不能联想与之有关
的数学知识，即审题不全面、不透彻，不能进行发散性思维，因
而无法深入思考，为寻找数学关系并列出代数式铺路。 

收敛性思维受阻。完成审题后，下一步就需要将发散思维中
考虑到的各数量、各因素进行凝聚、收敛，对他们进行加工，找
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即收敛性思维。学生如果不能捕捉一
切可组成等量、不等量的因素，就不能将题目中的各种原始材料
收敛成数量关系。 

递进式思维受阻。递进式思维受阻表现为，学生即使能把握
各类数量，汇聚成相等、不等量或函数的数学关系，但有时考虑
问题不周密，把握不准，数学知识掌握不牢，不能最后列出正确
的方程、不等式、函数等，或不能找到正确的数学方法将之解答。 

二、克服思维受阻的对策 
经过以上的思考和分析发现，学生处理应用题的困难之处在

于遇到问题之后无法从纷繁复杂的实际意义之中抽象出蕴含的
数学知识和数学规律。简单地说，就是缺乏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
学问题的能力。克服思维受阻的主要对策在于审题。 

审题是解答应用题的起点。只有有效的审题，才能准确理解
题意，弄清楚题目所反映的实际背景，弄清每一个名词、概念，
分析已知条件，明确所求的结论，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
审题的主要手段有以下三个： 

读题。可用加点划线的方法强调关键性的语句，再连贯读出，
形成完整的基本问题；也可以用划分层次、归纳大意的方法从背
景材料中提炼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或对多个数量进行汇集、分
类，借助图标，呈现出已知量和未知量，体现出需要解决的数学
问题；或者用改写的方法对应用题去掉枝叶，抓住主干，保留题
中的数量关系，将实际问题等价转化为数学问题。 

翻译。应用题建模的关键在于语言的理解与转化，即翻译。
它包括：对陌生名词、概念的领悟，把通俗的文字语言、专业术
语及图形语言转化为数学符号语言。 

挖掘。有的应用题中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规律具有一定的隐蔽
性，而它正是建模的必备条件。因此，能否挖掘出题目中蕴含的
数学信息是正确建模的重要环节。下面举例说明处理应用题的审
题及思维分析过程： 

例：“4.20”雅安地震后，某商家为支援灾区人民计划捐赠
帐篷 16800 顶，该商家备有 2 辆大货车，8 辆小货车运送，计划
大货车比小货车每辆多运帐篷 200 顶，大小货车每天均运送一
次，两天恰好运完。 

（1）求大、小货车原计划每辆每次各运送帐篷多少顶？ 
（2）因地震导致路基受损，实际运送过程中，每辆大货车

每次比原计划少运 200m 顶，每辆小货车每次比原计划少运 300

顶，为了尽快将帐篷运送到灾区，大货车每天比原计划多跑 2
1

m

次，小货车每天比原计划多跑 m 次，一天刚好运送帐篷 14400

顶，求 m 的值。 

本题紧密结合时事新闻命题，体现了数学来源于现实生活，
与生活紧密联系的特性。对初中生而言，解决这道题有两个难点：
一是文字叙述较长，二是题中数量关系较复杂，数据较多。在本
题的解答过程中，学生思维受阻及常见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阅读能力不够，不能准确理解题意，怕困难，遇到这么
长的文字叙述和复杂的数量关系，认为题目太难，还未仔细思考
就主动放弃；二是找不到数量关系，建模能力不够；三是代数式
的书写及表达能力不够，也就是将汉语文字翻译为数学语言的能
力不够，故即使找到了等量关系，也难以列出方程；四是解题时
考虑不全面，没有细致地对每一个解进行验证，这是导致本题难
以得高分的原因。 

笔者辅导学生解答本题时，首先从心理上帮助学生树立自信
心，由易到难，对每一问逐个进行解答。在学生读题、审题后，
要求学生先只考虑第一问，读题，找等量关系，建立一元一次方
程或者是二元一次方程组模型。这一问学生不难完成：设小货车
原计划每辆每次运送帐篷 x 顶，则大货车原计划每次运送帐篷
（ x+200 ） 顶 ， 从 而 2[8x+2(x+200)]=16800 。 解 得 x=800 ，
x+200=1000。这两个答案均符合题意。 

在此基础上再来思考第二问。仔细读题，分析题意后不难找

出等量关系为：大货车运送量+小货车每天运送量=14400 顶，学

生写出各部分代数式后能顺利列出方程为：2(1000-200m)(1+ 2
1

 

m)+8(800-300)(1+m)=14400 。 解 出 方 程 ： m1=2,m2=21 。 因 为

1000-200m 不能为负数，且 2
1

m 应为整数，故 m=21 不符合题意，

舍去，故 m=2 符合题意。 

初中数学教学中，应用题的教学始终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
题，学生解应用题能力的培养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要求学
生全面提升综合素养，老师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训练，指导有效的
解题方法，学生在阅读能力、不怕困难的意志力、生活经验相关
的数学基础知识和技能都具有良好基础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提高
应用题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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