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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数学解题教学中如何应用转化策略
蔡　韦

江西省乐平市第七中学　江西　乐平　333300

摘　要：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小学数学教学越来越重视学生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相关课题也越来越灵活。

虽然这对小学生的思维能力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增加了小学生解题和回答问题的难度。传统的解题方法并没有帮助学生很好

地理解问题的意义，解题的新方法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本文对转换策略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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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解题教学中，教师主要是将题目进行一定的归

类，然后同一类的题目运用同一种解题思路，将套路告诉学
生，让学生死记硬背下来。这样的做法不仅枯燥乏味，不利
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还容易使学生对数学学
习失去兴趣和动力，因此采用新的有效的教学方法是很有必
要的，转化策略就是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

一、小学数学解题教学中转化策略的应用原则
将转化策略应用与小学数学解题教学中，不仅有利于简

化题目，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题意，更能够提高学生的解题
效率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综合实践能
力的培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应用转化策略的过程
中，有三点原则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条是熟练原则，也就是
在学生遇到陌生的复杂问题时能够将问题转化为自己熟悉并
且已经掌握的题型，把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多个简单的、相互
联系的小问题来对问题进行解答。第二条是简明原则，也就
是当学生遇到复杂问题时，通过条件拆分将问题的核心转化
为一个或多个基础性的问题进行解答。这要求学生拥有一定
的自主思考能力和正确的知识组织架构，并且思路清晰，不
会陷入思路误区。第三个是典型原则，也就是将不常遇见的
问题转化为练习中较为常见的典型问题，根据问题模型的步
骤，快速、正确的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完成解题。

二、转化策略在小学数学解题教学中的运用
小学数学解题中常用的转化策略主要有一般化法、图形

转化法、几何拆解法、未知数转化这四种题型。
（一）一般化法

一般化法主要应用在思路明确但理解困难的应用题中，
在这类题目中使用一般化法进行转化主要是将习题转化成平
时练习中比较常见的题型，从而使解题思路变得清晰明了，
更有利于找到问题的突破口。在进行这类问题的解答教学时，
教师首先要引导学生找准问题的核心，将题干中的干扰项
一一排除，明白问题真正要问的是什么问题；其次在找准问
题核心的基础上将比较复杂的问题核心与平时练习中比较常见
的的简单的问题进行联系，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或者相同点；
最后再将简单化问题的思路运用到复杂的应用题中，通过一个
或多个简单的解答思路的叠加来找到解答问题的真正方法，通
过这样的方式来将问题简化，引导学生掌握解题思路。

（二）图形转化法

对于小学数学问题来说，灵活性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在题
目的阐述上，通过不同但相似的文字阐述来给学生设置问题
陷阱，增加解题难度。而小学生相对来数逻辑思维能力比较
薄弱，对文字的理解能力也有一定限制，在理解题意的过程中

对文字阐述的区别比较难进行区分和记忆。对于这种情况，采
取图形转化的方式可以将题目意思简化，帮助学生进行理解。
首先，在引导学生进行图形转化之前要先引导学生找出同类型
题目中的关键词，也就是可以进行数形结合转化的突破口；其
次，再根据关键词为题目中的代数意义寻找适合的几何图形进
行表达，将抽象的数据关系和直观的空间形式充分的联系起
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将描述抽象、思考复杂、解题困难的
问题转化为清晰、直观的具象化条件，让学生能更容易找到题
目的突破口，减少学生“走弯路”、“走错路”的可能性。

（三）几何拆解法

平面几何题也是小学数学题目中比较常见的题型，尤其
是各种各样的多边形。对于这些不规则、不常见的多边形，
很多学生无法掌握其解题技巧，在进行解答时往往处于一头
雾水，找不到门路的状态，对于这一类的题目，教师可以采
用几何拆解法来帮助学生将题目进行简化。首先，在进行几
何拆解之前，教师应该讲解基本图形的相关算法以及特点，
并且保证学生能够牢记和灵活应用这些知识点；其次，教师
需要给学生提供基本图形的变形、组合、拆解相关思路，并
且引导学生根据基本图形的知识和多边形的特点自己动手对
多边形进行拆解；最后，引导学生将多个基本图形的相关算
法进行叠加和组合，来计算出不规则的多边形的相关数据。

（四）未知数转化法

未知数转化的方法主要是用在一元一次方程的问题中的，
这类问题在小学阶段主要是通过四则运算的变化来计算出未
知数的数值的。在遇到相对比较复杂的未知数问题时，教师
可以通过整体转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对未知数进行转化和解答，
将存在未知数的复杂的数式转化为一个简单的整体，再放入
到整个关系式中进行计算，通过一次或多次这样的整体转化
来完成对未知数的计算。

三、结语
可以看出，转化策略的核心思想是简化复杂问题，除了

遵循转化过程中的三个原则外，还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问题，
灵活选择不同的方法来解答教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
培养学生发散思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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