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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升学生的解题能力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其不仅能反应学生的学习情况，还是教师教学成果的一种体

现，所以我们可以从学生的解题能力去判断出教师的教学效果和水平。由此可见，加强学生解题能力的培养十分重要，基于

此，本文针对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的策略行了详细的分析，希望能够对各位同行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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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生而言，在解决数学问题时犯错是在所难免的。
有时候并不是学生不会做，而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造成的。
但是部分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时屡次犯同样的错误，就算经
过教师无数次提醒，依旧是“老毛病”不断。为此，教师就
要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总结自己常犯的错误，并找出错因，进
而科学合理地纠正。

一、当前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的现状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被要求对教材中的知识理论、

公式推导进行死记硬背，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学生的发展，在
其死记硬背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完整的教育计划，导致学生
根本无法将这些知识理论活学活用，久而久之，不利于学生
主观能动性的养成。其次，当今大多数小学都过于追求升学
率，在对学生进行教学时常常采用的是“题海战术”，让学生
通过做大量的试题来对相关试题有所理解，这种教学方法严
重违反了学生的内心想法，学生在这种刷题的过程中，逐渐
失去了自主思考的能力，如果老师不进行讲解，那么学生就
会无所适从，甚至会产生厌学的心理。应用题本身就是与生
活实际息息相关的，然而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常常忽
视了生活的重要性，这严重限制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

二、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策略
（一）设计不同层次难度的问题
不同的学生面对同一知识时，理解速度和认知情况完全

不同，这就表示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差异是客观存在
的。过往的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一直采用的都是一种“大
锅饭”式的教学方式，这就容易出现“吃不饱”和“吃太撑”
的问题，从而影响应用题教学的有效性。笔者认为，高效的
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教师应该关注学生的学习差异、尊重
学生的学习差异，通过因材施教的方式，为学生设计不同难度
的应用题，这样才能满足各个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从而推动
学生的共同发展。如在设计“路程 =速度×时间”的数学应
用题时，对于学习能力稍差的学生，教师可设计这样问题“一
辆汽车每小时行驶 5km，5小时后行驶多少千米？”对于数学
学习能力更强的学生，教师则可以这样设计问题“自行车每小
时行驶 2km，汽车每小时行驶 5km，5小时后汽车的路程，将
超过自行车路程多少米？”这样分层问题设计，教学灵活性更
强，为不同层次学生的数学应用题学习提供了保障。
（二）培养学生良好的审题习惯
所有的应用题解答都是在认真审题的基础上进行的，高

效的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必须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审题习
惯，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接下来的教学环节是正确的。在教
学过程中发现，班级中的很多学生在看见应用题时，都是直
接拿过来就做，很少去分析题目之中是否有隐藏信息、无用
信息，从而导致最终解题出错。以这样的问题为例“某养殖
场中共有 24 只鸡，而养殖场内鸭子的数量是鸡的 2 倍，求
鸡和鸭共有多少只？”在解这道应用题时，很多学生因为没

有认真读题，将鸭与鸡的倍数搞反，从而用 24÷2=12，再用
12+24=36，从而得出养殖场内鸡鸭共 36 只这个答案。此外
还有的同学，并没有看清问题是问鸡鸭共多少只，以为题目
只是问养殖场内鸭子多少只，从而用 24×2=48，直接给出 48 
这个答案。这些都是因不认真审题，而造成解题失误的典型
范例。高效的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教师能从认真的审题习
惯入手，引导学生在面对应用题时，详细地分析题目的已知
条件和所求问题，这是十分必要的。
（三）训练拓宽学生解题思维
在解应用题的过程中，学生思维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

响学生最终的解题水平，而思维能力虽然与先天因素有关，
但是如果后天能做出有效的训练，也是可以帮助学生思维拓
展的。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帮助学生拓宽解题思维的方式有
很多，包括观察、比较、归纳、演绎、转换、假设、联想等。
以这道应用题为例“一个工厂的工人，每小时可以生产 72
个零件，该名工人每天工作 8 小时，而工厂共需要加工制作
2304 个零件，问该名工人几天可以加工完成？”在面对这一
问题时，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采用是转换法，即先转换求出
该名工人每天生产所少零件，列式为 72×8=576，然后再用
工程一共需要加工的零件，除以该名工人每天需要生产的零
件，即 2304÷576=4，从而得出最终的答案。这样的训练和
方法运用，是可以帮助学生解题思维拓宽的，在高效的小学
数学应用题教学中，教师要培养学生针对不同问题采用不同
解题方法的能力，从而不断拓宽学生的解题思维。
（四）综合评价学生的解题情况
在高效的小学数学应用题教学中，教师还要重视“评价”

的重要作用，改变过往“唯分数论”的思想，综合地对学生
进行评价，确保评价客观和全面。教师要注重对学生解题过
程的评价，不要一味地关注学生解题答案正确与否，要综合
评价学生的整个解题过程思路是否清晰，是否有创新性，这
样的评价才是真正公正的；教师在评价时，要考虑到自身面
向的教育对象，作出的评价应以鼓励、赞扬为主，要多发现
学生的优点和闪光，耐心地作出引导。

总而言之，小学数学应用题的作用不可小觑，不仅能够
养成学生的数学思维层次，更能从根本上提高其数学思想，
帮助其更好地应用自己所学知识。然而传统教学模式尚有大
量弊端，这就要求教师在对高年级学生进行教学时，能够充
分革新教学课堂，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吸引学生兴趣，
巩固其基础知识，让学生在解答应用题时能够有所凭依，这
需要广大教师的不断努力探索、分析、总结，将生活知识带
入课堂，赋予学生更深刻的数学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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