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3 月（总第 194 期） 

 786 

教育科研 

如何提高小学生的数学应用题解题能力 
◆王世健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八宝镇中心学校  663306）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提高小学生数学应用题解题能力成为

当前小学数学教育中所有数学教育工作者值得思考的问题，应用题是小

学数学教学中的重点内容，也是学生必须要掌握的一种题型，提高小学

生的数学应用题解题能力对提高学生的数学综合能力有重要的帮助，不

仅如此还能有效的提高小学生的数学学习效率，从而促进小学生的全面

发展。就目前小学数学教学情况来看，其中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导致学

生无法有效的解决应用题，本篇文章主要分析在小学数学教学的如何提

高小学生的数学应用题解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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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题是重点教学内容，是考查学生基

础知识和数学思维的重要方式，但是就目前小学生的应用题解决
情况来看，学生的应用题解题能力并不理想，因此教师在教学中
要采用有效的手段来不断的提高学生的应用题解题能力。在实际
的小学数学教学中，由于应用题的题型不一样，教师就应该根据
题型引导学生掌握良好的解题技巧，加大对学生应用题解题能力
的重视，开展有效的教学活动来不断的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从
而提高小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 

一、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情况来看，其中存在着一定

的问题影响了学生解题能力的提升，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
析：首先，教师的教学方式陈旧，教师在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中
一直采用传统的应用题教学法，也就是在课堂教学上先给学生讲
解数学教材中的例题，然后就是进行大量的题海训练，让学生根
据例题的解题方法来解决应用题，然后教师在点评学生的做题情
况，由于缺乏有效的解题方法，学生就会感到数学应用题难，会
让学生逐渐丧失学习兴趣；其次，应用题的问题过于单一，由于
应用题的题型比较固定，缺乏创新，也不利于学生解题能力的提
升；再次，教学“类型化”现象严重，学生解答应用题的过程千
篇一律，没有创新意识； 后，教师仅仅重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的培养，对问题的实际意义、问题所涉及的数学概念和学生对问
题理解的重视程度不够，简单地把实际问题处理成了纯数学问
题，“实际问题-数学问题-数学式子”这个转化过程在教学中没
有得到较好的体现，学生只能程序化、机械化地接受。正是由于
以上问题的存在，使得应用题教学失去活力，变得越来越费时费
力。 

二、提高小学生数学应用题解题能力的对策 
（一）注重学生审题能力的培养 
要想提高小学生数学应用题的解题能力，培养学生的审题能

力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学生理解题意，才能更好的解决应用题，
注重审题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是提高小学生应用题解题能力的重
要策略。审题既是要求学生把题干问题转化成数学语言，要培养
学生的审题能力，就是要训练学生的读题能力，使学生能够将题
目中的关键信息提取出来。实践证明，数学是一门抽象性的学科
其在语言表达上都很准确，很多学生不能有效地解决应用题，并
不是因为缺少数学思想和逻辑能力，而是没有认真分析题意，找
不准数量关系。教师在开展数学教学活动中就需要注重应用题的
讲解分析方式，在课堂教学中要对题目进行具体、形象、清晰的
分析和讲解，并将自己的思维过程和分析方法展现在学生面前，
注意提醒学生仔细阅读题中的每一个字，明确题目中的隐含条
件，找准其中的数学数量关系，对学生的解题思路进行启发，提
高学生分析、解决应用题的能力。例如这道例题“妈妈让小明去
买来苹果招待客人，小明先买了 10 个，客人吃的剩下 2 个时，
小明又买来 10 个，结果还剩下 4 个。请问客人吃了多少个苹果？”
部分学生由于审题不明确没有看到“小明又买来 10 个”这个信
息，直接列出错误的等式 10-2-4=6，这样的答案明显是错误的，
教师在这道题讲解的过程中要提醒学生注意“小明又买来 10 个”

这一关键信息，只有审清楚了题目，才能让把题目解答正确。 
（二）培养小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来解决小学数学问题的能

力 
数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因此为了提高小学生

的应用题解题能力，教师还要引导学生联系实际生活，从而逐渐
的提高小学生的解题能力。比如，在一个长是 8dm，宽是 5dm
的长方形铁皮上能裁多少块边长是 2dm 的正方形小铁皮？不少
同学会这样做：8×5=40dm2，2×2=4dm2，40÷4=10 块。乍一
看，这似乎是对的，因为像这类大面积里面含有多少个小面积的
题就是用大面积除以小面积得出的，可要联系生活实际就会发
现，其实要剪成正方形的话，还要考虑大铁皮的宽是不是小铁皮
的边长的整倍数。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像这类题如
果紧扣题中的数量，而不联系生活实际的话，解题时就很容易出
错。 

（三）养成一题多说的思维习惯 
在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中，培养学生养成一题多说的思维也

是提高小学生解题能力的重要方法，如“一题多解”、“一事多写”、
“一物多用”等方式，都能提高学生的应用题解题能力。在教学
实践中，不少老师习惯于强调“如何解题”，而忽视了“如何说
题”。看似这是重视解题，实则这是忽略解题能力的培养。由于
缺少对解题的思维习惯、思维品质的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只
限于题海战术、死记硬背的机械记忆中，这与当前的素质教育格
格不入。所以教师要转变教学方法，使学生乐于思考。对于题中
某一个条件或问题，要引导学生善于运用转换的思想，说成与其
内容等价的另一种表达形式，使学生加深理解，从而丰富解题方
法，提高解题能力；其次是顺逆说，每解答一道应用题时，不必
急于去求答案，而要让学生分别进行顺思考和逆思考，把解题思
路及计划说出来。 后是辩论说。鼓励学生有理有据的自由争辩，
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勇于发表不同见解的思维品质，寻找
到独特的解题方法。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数学教育中，应用题是学生必须掌握的知

识，提高小学生应用题的解题能力是当前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中
的主要任务，教师要采用有效的方式来不断的提高学生的应用题
解题能力，从而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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