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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小学高年级学生数学审题习惯培养的策略
周东强

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廉州镇青山小学　广西　北海　536100

摘　要：小学高年级学生正处于打基础阶段，在之后的学习中会陆续接触到一些复杂的题目，因此，应当在小学高年级阶段

培养学生良好的审题习惯。审慎的审题习惯的培养，有助于小学生形成良好的性格。良好的学习习惯不仅仅可以提高学习的

效率，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形成良好的性格。良好的审题习惯是探究式教学的基础。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探究式教学已

经备受关注。而探究式学习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展开的，其中发现问题要求学生能够有效地理解题目中的有

效信息，并且对隐含的信息充分领会。只有这样探究式学习，之后的步骤才能有效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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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学高年级学生来说培养良好的审题习惯有助于开

展进一步学习、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性格、有助于开展探究式教

学。但是，小学高年级数学审题仍存在很多的问题：首先，马

虎、不仔细导致的审题不清；其次，审题时出现思维定式；最

后，生活经验缺乏导致无法正确审题。为此，我们应该加强老

师的引导和示范、开展发散性解题教学、将数学知识生活化。

一、小学高年级学生审题存在的问题

（一）审题时出现思维定式

思维定式是在大量做题之后形成的习惯性思维。而这种

惯性思维会严重影响学生的数学学习。首先，学生可能无法

审清题干。他们一直接触的题目是“以下答案正确的是”但

是有的题目出现了“以下答案不正确的是”，学生仍会以前者

做题，导致题目做出。其次，学生无法审清题目内容。以一

次小测验为例，一个填空题是“一副三角板有几个直角”，但

是学生们将此题想成了常做的“一个三角板有几个直角，”所

以毫不犹豫的选择了“1”。这种错误并不是由于知识储备不

足，而是因为思维定式导致审题形式化。

（二）马虎、不仔细导致的审题不清

马虎、不仔细导致的审题不清是小学高年级学生审题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学生本身是有能力解题的，但是却因为审

题不清而计算错误，显然是很可惜的。这一问题的出现有多

方面的原因，首先，小学高年级学生在做题目无法集中注意

力，审题过程一再被打断，因此，无法全面把控题目。其次，

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对作业和考试都敷衍了事，长久下

去势必会让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不利于学生后续学习活动

的开展。最后，学生提取信息的能力弱，无法从复杂的信息

中挑选有助于自己解题的信息。

（三）生活经验缺乏导致无法正确审题

数学题目的解题过程一定程度上是将知识运用到生活实

践的过程。但是由于小学生的生活实践远远不够，因此，很

多题目的内容根本无法想象。以一个题目为例：讲一个长

140 厘米的木料锯为七段，每锯一次需要花费 2 分钟的时间，

那么一共需要多长时间。由于学生缺乏生活经验，极有可能

会认为需要 14 分钟。生活经验的缺乏导致无法正确审题与前

两者有明显的区别，这是一种知识储备不足的表现。

二、小学高年级学生数学审题习惯培养的策略

（一）开展发散性解题教学

首先，发散性解题教学指的是在遇到一个题目时，老师

应该引导学生结合不同的题目学习，防止思维定式的产生。

其次，老师可以通过频繁改变题干的问法来解决思维定式的

问题。比如，将“正确”换为“不正确”，改变已知条件的单

位，等等。最后，培养学生进行比较学习。比较是一种最重

要的学习方法，通过比较掌握的知识更加准确，因此，老师

在进行解题教学时，应当将相似的题目进行比较，帮助学生

产生具体、直观的印象。

（二）加强老师的引导和示范

在小学高年级阶段的数学学习依然十分依赖于老师的引

导和示范。老师可以在教学中加强审题教学培养学生形成仔

细认真的审题习惯。老师在教学时应当遵循以下的原则。首

先，在教学时通读题目，对题目有整体上的了解；其次，对

于题目中的重要信息予以标注，从而养成学生读题标注的

习惯，防止由马虎产生的错误。再次，在逐句分析题干的同

时，分析通过这句题干可以解决的问题，从而帮助学生养成

良好解题思维。最后，如果发现学生的学习态度存在问题时，

应当重点予以重点关注，调整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

（三）将数学知识生活化

数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在教学时应当将

数学生活化，以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数学教学时，

尽可能将数学问题生活化。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理解

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学生运用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此

外，老师应该组织学生开展实践活动，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

经验。

三、结语

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得好：“良好的习惯是人在他的神经

系统中所储存的资本。这个资本不断增值，而人在其整个一

生中，就享受着它的利息。”审题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难题的

先导，是学生数学学习的必须具备的能力，良好的审题习惯

会让学生终身受用。但是，审题习惯的养成并不是一朝一夕

的，因此，我们在教学时应当加强引导，逐步提高学生的审

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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