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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一年级新生认真审题的习惯
韩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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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帮助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审题习惯，形成较强的审题能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需要有一个学习、积累、反

思、巩固、发展的长期过程，需要教师与学生良好的配合及坚持不懈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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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题是解题的开始，小学生审题能力的高低强弱，直接

影响到解题过程的正确与否。培养低年级学生的审题习惯，

就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那么，该如何培养学生的审题习

惯呢？

一、读题中让学生形成审题意识

通过读题，使学生明确题意，为进一步思考作好准备。

一说起读题，由于小学一年级新生识字量少，所以家长常常

给孩子读题，在读题的过程中，有许多孩子不会注意当时的

题，而是认真倾听，家长也会加上自己的理解讲给孩子听。

家长追求的是最终孩子解题的准确性，至于如何引导孩子去

读题、理解题意考虑甚少。这样在进行学生进行自主做题的

过程中，往往会有一定的依赖性，有许多学生希望有人能给

读题。所以有必要教给家长辅导孩子读题的方法。如果把题

放给学生自己做时，又会出现很多学生都是草草读一遍题，

就忙于答题，甚至有的看到题很简单，马上就动笔答，根本

不理会题意，忽视读题的重要性。所以读题、理解题意是教

者首先要强调的。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要求学生在做题之前至少要先读

2 遍题目。可以先让学生们自己试着读题，还可用手指指着

文字读题。有时是响亮地齐读，有时是不发出声音的默读。

如果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在黑板上写出来，并注上拼音让

他们看着拼音读。这样，学生把题目读通了，也就自然就明

白了题目的意思，做起题来就容易多了。

除了读题，还可注意让学生讲一讲先做什么，再做什

么？还要用自己的语言正确表达题意。扶孩子一程之后，老

师完可以放手让学生自己进行读题了。让那些识字量大的学

生领读题目要求，其他孩子用手指着题的要求。在读题过程

中重要的地方让学生圈一圈画一画，这样既集中了他们的注

意力，又使他们明白了解题的方法。

二、练习中引导学生形成审题习惯

数学是一门思考性很强的学科，通过练习也可以形成一

定的解题技能。

倾听练习：养成良好的倾听习惯，让学生在倾听的过程

中掌握正确的解题思路，在对比中形成自己独的审题意识。

一是教育学生倾听教师的讲解，二是倾听学生的讲述，找出

自己最佳解题方案。如：算式 8+6-8 让学生说说计算的过程

中，大部分同学都是先算 8+6 ＝ 14，再算 14-8 ＝ 6，而细心

的同学会在他人叙述时，也会找到最佳的解题方法，也就是

先算 8-8，还剩 6，最后得数就是 6。

观察练习：先看再收集相关的数学信息，选择相应的计

算方法进行计算。认真细致地观察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因

为没有认真读题，在定势思维的作用下，学生会把两道题目

当作只是数字改变而题意不变的同一题目来完成。这就需要

教师多出些大体相似而有细微差别的题给学生练习，在不

断的对比练习中树立认真审题的意识。像“把下面算式按得

数大小从大到小排列起来”与“把下面算式的得数从大到小

排列起来”认真审视文字中所藏的秘密，这就为答题打开了

出路。

表达练习：可引导学生将题目的叙述进行简化，抓住主

要矛盾，说出相应的数量关系。如第一排有 7 个□，第二排

有 3 个△，□比△多（）个。让学生说出也就是求什么？ 7
比 3 多几？如果用计算的方法可以怎样解决？ 7-3=4。用语

言来叙述，这比直接观察还要好，有别于学前班简单的通过

数一数或是比较得出更深入一步。也对学生今后对应用题进

行审题时打下了基础。

书写练习：它是综合运用听、看、想、说的基础上进行

呈现审题思路的方式。把读题时标记的重要词来提醒自己注

意。认真观察题中的数量关系，认真观察运算符号，认真进

行书写运算等，认真进行检验等，其实都是在强化学生的审

题习惯。

另外还以积累一定的典型，以巩固学生审题的习惯。错

误典型：新生刚刚入学，有了学前班学习的基础，好多内容

学生认为是学过的，所以在计算可是做其它题是不知不觉就

出错了，可出错他们并不会想到自己再遇到类似的题时，怎

样去避免不再出错。所以有必要积累错题典型，集体进行讲

解以巩固学生审题的习惯。优秀典型：在巩固学生审题习惯

时，还要引领学生观察各种题型，根据题型的特点总结最佳

解题的方法，平时练习时坚持让学生把解题过程写出来，反

复练习，学生就会养成习惯，解题的能力会越来越强。

总之，帮助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审题习惯，形成较强的

审题能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需要有一个学习、积

累、反思、巩固、发展的长期过程，需要教师与学生良好的

配合及坚持不懈地努力。

参考文献：

［1］黄秋菊 . 小学应用题教学中学生审题习惯的培养

［J］. 教育评论，2001（3）：67-68.
［2］佚名 . 一年级学生数学独立检查习惯养成的实践研

究［J］. 教育观察，2018，7（20）：3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