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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培养初中生科学审题能力 
◆董金义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坎山初级中学） 

 
摘要：本文缘起于一道期末试题，对学生答题状况的统计，引发了笔者
对此的反思。究其原因，学生的审题是关键。因此老师要重视学生审题
能力，笔者试图通过理解基本概念、示范教学、反思回顾等方法，以及
寻找题中的关键字句，探究题中的隐含条件，建立模型，透视题意，进
行图表梳理，渗透科学思想方法等审题策略，促使学生掌握较好的审题
方法，养成良好的审题习惯，以增强学生对审题重视，提高审题能力，
把学生解答问题的失误减少到 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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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一道期末试题答题统计 
试题：人体中钙元素主要以羟基磷酸钙晶体[Ca10(PO4)6(OH)2]

形式存在于骨骼和牙齿中，牛奶是含钙丰富又易吸收的理想食
品，根据下图为某乳业公司纯牛奶包装标签： 

 
 
 
 
 
 
 
 
 
请回答： 
(1)羟基磷酸钙晶体中各组成元素质量比 Ca：P：O：H 是

___________________。 
(2)已知羟基磷酸钙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1004，则羟基磷酸钙

中钙元素的质量分数为多少?   (列式计算，结果精确到 0.1％) 
(3)上述牛奶中，每盒至少含钙元素________克，若一个人每

天至少需要 0．6 克钙，且这些钙有 60％来自牛奶，则在一个人
每天至少要喝这样的牛奶___________盒。 

为了解本校学生答题情况，笔者随机从全年级 565 份试卷中
抽查了 112 份试卷，对本题进行了统计，发现能正确解答第 1 小
题的有 71 人，正确解答第 1 和第 2 小题的有 43 人，全对的有
26 人。正确率如此之低，令人惊讶。这促使笔者反思，探究问
题的根源及对策。 

二、归因——学生审题能力薄弱 
科学审题是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但在科学教学中常被忽

视。学生因审题不清而导致错误的现象常常发生，究其原因： 
1、粗心大意，没有看清题目要求 
有些学生平时没有细心审题的习惯，考试时自然改变不了粗

心大意的毛病，故把题目要求看错，读错题中的条件、问题等导
致错误。如本题表格中给出的是 100 毫升牛奶中钙的含量，而第
三小题中的问题是一盒牛奶（250 毫升）的钙含量，错误的原因
主要没有看清“100ml”这个条件；后面的“60％来自牛奶”没
看清也是导致对 后一问的回答出现错误的原因。  

2、理解水平低，看不懂题目要求 
审题中的失误、并不全是粗心，有些学生审题时很细心，但

有些学生理解力较差，不理解题意。概念模糊，对题中的科学术
语及概念理解不深刻，或把相近的概念张冠李戴造成错误。如学
生对“呼吸运动”和“呼吸作用”这两个概念就不能区分。 

3、缺少耐心、细心，没有理解透彻就急于动笔 
在考试中学生常常读题到一半就急于答题，往往造成答非所

问。如本题中的第三小题，很多学生根本没看清题目，就将表格
中的“0.12”填入空中。 

4、没有掌握较好的审题方法。有些学生，很多知识靠机械
记忆，但人的记忆力有限，这在解答中，就难免会出现记错的情
况，部分记忆力较弱的学生，如果平时不重视知识的整理、归纳，
就更容易出现记忆混乱，知识错位及张冠李戴的情况。如“熔化”
和“溶化”、“酸”和“酸性物质”、“碱”和“碱性物质”、“导管
的作用”和“筛管的作用”等。 

三、对策——解题中学生审题能力的培养 
（一）加强审题意识的培养 
1、示范教学，养成仔细审题的习惯 
解题中，学生的阅读与审题是紧密联系的，只有通过阅读才

能审清题意，教师的示范领读阶段是学生阅读的入门阶段，在学
生审题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精心的示范领读，传授阅读方法，
那么学生读了也是有口无心，无从下手。拿到题目后，不要盲目
的答题，而是要多读，读出感情，读出深意，一边读一边用手点
过去，把题目的核心或要求划出来， 后是深刻理会题目的涵义。 

2、反思回顾，要细心审题 
学生养成良好的细心审题习惯，提高审题能力，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教师的指导。要把阅读内容转变为
学生自己易于接受的形式，要求学生手脑并用，读写结合，以免
造成不必要的错误。 

3、尝试成功，增强审题的信心 
在解题过程中，学生常会遇到许多困难，有的学生不自觉地

产生厌学情绪，有的学生甚至对科学的学习失去兴趣。这就要求
教师在教学中，由浅入深地引导，让学生尝试获得成功的喜悦。  

（二）重视审题方法的指导 
1、重视基础，理解基本概念 
基础知识是学生叩开科学大门的第一把钥匙，而当学生缺乏

解决问题的有关知识时，就无法解决问题，这也是部分学生厌学
科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化学方程式 KCl+NaNO3=KNO3+NaCl，学生就是不能找出
其中的错误。对于判断物质间能否发生复分解反应，要达到什么
条件时才能进行反应都不知道或不清楚时，学生就无法进行分
析、推理解决问题。 

2、仔细阅读，找关键字句 
有些学生读题时不仔细，仅前后浏览一遍，认为一目了然，

结果做错。因此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仔细阅读并且找出题中的关
键字句。关键字眼往往潜伏在题目中的某些句子中，一般难以发
现，基本上可以说是解题的绊脚石。若能抓住题目中的关键性的
词语，并分析其所提供的信息，明了解决问题的本质、特征，也
就意味着审题成功，问题也随之解决。 

3、图表梳理，增加直观感觉。在平时的审题解题中，当学
生遇到一些字数多、数量关系复杂的题，就不知如何把这些关系
梳理清楚，平时又不善分析方法和经验积累，从而导致无法解题。 

如：下列曲线表示不同温度条件下测得的光合作用效率与光
照强度的关系曲线所给出的信息正确的是（   ） 

A、当温度一定时，光合速率随
光照强度的增加而增加 

B、当光照强度一定时，光合速
率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C、当光照强度大于 Q 时，温度
是限制光合作用效率的因素 

D、当光照强度小于 P 时，温度
是限制光合作用效率的因素 

学生对该题的图像要一分为二
的考虑:当温度不变时（只看其中的一条曲线），光合作用的速率
随光照强度的增强如何变化；当光照强度不变（如为 Q）时，光
合作用速率随温度升高如何变化。 

这样便于学生数形结合，看懂图示，理解其含义，快速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 

4、拓宽思维，渗透科学思想 
在平时教学中，我们常发现学生这道题会做，换另一道题就

不会做的状况。究其原因，学生思维定势，缺乏科学思想方法。
比如对“浮力”的认识可作如下的发散思维训练：A、称重法：
F 浮=G 物—F 示数；B、平衡法：F 浮=G 物；C、原因法：F 浮=F 向上-F
向下；D、原理法：F 浮=G 排液 。这样，学生再遇到新题型的问题时，
就以发散思维方式或者集中思维方式等自己解答问题。 

结束语：总之，在今后教学中笔者要经常提醒学生仔细读题，
认真审题，传授他们审题的技巧及方法，提高解题的正确率，提
高学生的审题能力，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
了较大的提高，教学效果有了明显提高。 

参考文献： 
[1]《例谈科学审题能力的培养》 孙锡强 
[2]《.科学作业本》 第五册 AB 本 
[3]《科学中考说明》2010 年 5 月 
[4]《浙江省中小学科学教学建议》 2010 年 6 月 

 纯牛奶          营养成分(每 100 

配料: 鲜牛奶              毫升) 

保存期:10 天    蛋白质≥2.9 克 

净含量:         脂肪≥3.3 克 

250 毫升/盒     钙≥0.12 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