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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数学应用题的教学策略 
◆李志英 

（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石庙小学  452560） 

 
摘要：应用题教学是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重难点，尤其是针对中高年级小

学数学，应用题已经相对具有一些难度，如何提升学生的数学知识应用

能力就是我们当前应该积极思考的问题。因此笔者在下文中主要针对小

学数学应用题教学策略展开探讨，希望下文内容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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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应用题考察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和应用情况，学生解决应

用题的能力就体现了其数学综合素质，但是对于小学学习阶段的
学生来说，很多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有不足，因此教师
要强化引导，带领学生分析应用题型的特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质能力，突破难点，为小学生的数学成绩提升提供助力。 

一、养学生自主思考问题的能力 
基于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小学数学教师在指

导学科教学活动过程中，应该基于学生的自主思考和解题能力培
养培养作出努力。四五年级属于小学中高年级，教师在教学方法
和策略选择上应该作出转变，将课堂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发挥学
生的主体性。例如，针对应用题“每千克稻谷与碾出大米的比例
是 10：7，碾米厂若想获得 500 千克的大米需要多少稻谷。”针
对这道题，学生很容易陷入误区，对题干内容不能充分地理解，
为此，需要教师能够将已知条件加以转化，使学生能够明白“每
千克稻谷的产米率为 70％”这一隐藏的数量关系，学生充分掌
握题干中的数量关系之后，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了。 

二、突破思维定势，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创新思维培养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任务，但小学生的思维

发展决定，其自主探索的意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教师
在教学活动中强化指导，帮助小学生突破思维定势，提升其创新
思维能力[1]。小学生接触的事物较少，在应用题解题的时候不少
学生在解答应用题时，只局限于某种习惯的思维方式，解题过程
比较复杂繁琐。如果能跳出习惯思维的模式，换个角度去思考，
往往可使题目变得简单明了。如：一辆汽车从甲地到乙地，前 3
时行了全程的 75％，这时距离乙地还有 60 千米，照这样的速度，
这辆汽车行完全程共要多少时?此题习惯的思维方法是：先求出
全程的千米数：60÷(1—75％)=240(千米)，再求出已行的路程：
240×75％=180(千米)，第三步算出每小时行的千米数：180÷
3=60(千米)，最后求出行完全程共要的时问：240÷60=4(时)。这
种思维方法把所有数量具体化，思维比较老旧，解题步骤比较繁
琐。如果跳出这个习惯思维的模式，换个角度去思考，可以这样
思维：先求出每小时行全程的几分之几：75％÷3=25％，把全程
看着单位 1，用 1÷25％=4(时)。这样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继承与
创新，不仅优化了学生的解题思路，还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三、用函数的理念进行分析题意 
对于一些比较难，但有明显等量关系如数量关系式、公式等

的应用题，用函数的思维方式分析题意[2]。如：李阿姨家的院子
养了一些鸡和兔。从上看有 20 个头，从下看共有 56 条腿。李阿
姨家的鸡、兔各有多少只?这是一道鸡兔同笼的应用题，如果用
假设法的思维方式，许多同学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但是函数的
思维方式学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可以解设鸡有 x 只，则兔就有
(20-x)只。再根据鸡兔的腿共有 56 只就轻松列出函数式：
2x+4(20-x)=56。最后解出 x=12，鸡就有 12 只。把 x=12 代入 20-x
中解出兔有 8 只。 

四、提供问题解决的时间和空间 
很多小学数学教师在指导教学活动的时候，在预留自主探究

空间的时候缺乏科学意识，导致小学生解决应用题的能力得不到
提升。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总结出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中，
我们可以将该过程细分为“准备——实施—— 

结束”这 3 个重要环节[3]。教师在展开启发与引导后，应该

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应摒弃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
在讲台上滔滔不绝讲个不停的做法，教师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启
发、引导与设置阶梯性的问题上去，让学生通过教师“点到为止”
的启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数学应用题的探索中去，找到应用题
的正确答案，增强自身学习数学、解答数学问题的自信心与成就
感，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完善。比如，在解答
“稻谷的出米率为 70%，要碾出 350 千克的大米，需要多少千克
的稻谷？”这一问题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自行去解答，在这一
过程中，一些学生会用到“350×70%=245（千克）”这一错误性
的解法。此时，教师就可以做出适当的引导与启发了，让学生思
考“如果要碾出 350 千克的大米，只需要 245 千克的稻谷这样符
合实际吗？”学生会肯定地回答：“这样是不符合实际的。”此时
学生就明白了这一中解题方法是错误的，接着教师再放手让学生
自己去重新思考，理解其中的“70%”的真正意义，得出“70%”
是代表碾出的大米是所需稻谷百分之几的数，这样就能水到渠成
地得出“稻谷的千克数×70%=碾出大米的千克数”的公式了，
于是“350÷70%=500（千克）”这一解法就出来了。通过这种放
手让学生去思索的方式，能很好地刺激学生的大脑，再加上教师
“点到为止”的启发方式，能让学生自始自终都维持在自学的状
态下，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的数学素养得到了提高。 

五、培养学生良好的解题习惯 
良好的解题习惯对学生的解题效率提升会产生积极影响，因

此在小学应用题教学中，笔者也提倡有效培小学生良好的解题习
惯，具体来说：首先，要养成整洁有序的解题习惯。使用草稿本
的时候要尽量保证整洁有序，方便提升解题效率，对学生后续的
检查也很有利。第二，耐心审题的习惯。审题习惯的养成尤为重
要，因为设题是解题的首要条件。在审题这一过程中，应养成学
生感知题目的准确性与鲜明性的习惯。让学生反复阅读提干的意
识，理解其中的符号标记与要点，深思题意，做到准确无误的理
解题意[4]。这一习惯的养成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提升学生的概括
力、数学语言的运用能力、数学语言的表达能力。第三，解题思
路多元化的习惯。教师时常激励学生尝试多元化的解题办法，能
够发展学生具有数学思维能力。同时教师还可组织学生展开交
流，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进而理解并掌握基本的解题方法。可
见，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应用题解题习惯，对于数学课程的学习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 
综上，应用题教学是小学数学教学的关键内容，培养小学生

解决应用题的能力其实就是锻炼其数学应用意识，这是培养小学
生核心素养的有效路径之一。笔者在上文中针对小学数学应用题
的教学策略展开分析，希望可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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