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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小学生教学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策略
梁　欢

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八景镇中心小学　江西　宜春　330812

摘　要：数学中解决问题能力是指学生灵活运用数学知识和方法解决数学与现实生活中问题的能力，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体

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能帮助学生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小学阶段学生问题解决能力

的培养是家长和教师都极为重视的，近一段时间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基本上都是从强调教师的教育方面

着手，但大多都忽视了学生的自主能力，不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真正认识到教师应该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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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学是一门来源于生活的学科。因此，数学教学要结合

生活实际。教师在实际数学教学过程中，重要目标是培养学
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促使学生在解答问题过程中提升思
维能力，并获取将知识运用于生活中的技巧。

二、当前数学教学面临的一些问题
在以前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分数是评价教学质量好坏

的唯一标准，教师教得好不好，就看学生成绩高不高。在教
出“成绩”的巨大压力下，教师不得不尽量压缩学生自主学
习的时间，将知识点打包起来，不允许学生思考，直接打包
装进学生的脑子里。学生只需要明白怎么去做，而不需要弄
清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知其然不知其所
以然，课堂学习犹如囫囵吞枣。

三、提高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策略
（一）进行开放式教学，引导学生学会提问
数学是一门具有探索性与研究性的学科，小学阶段的数

学教学具有很重要的奠基作用，在教授学生基础知识的前提
下，需要培养其各种学习能力，如质疑能力、团结协作能力
等。结合众多的教学案例与教学现状，可以看出，在课堂中
实行开放式教学能发挥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结合学生的优
点与能力，教师应对教学内容进行反思。因此，在小学数学
教学中提升解决问题能力的第一步是营造一个开放的教学环
境，打破传统教学中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讲述教学模式，
在开放性的教学环境中引导学生学会质疑，并在质疑中探究
问题，最终解决问题。

比如，在讲解“鸡兔同笼”一课时，教师应在提出问题
后，将课堂空间交予学生，让其大胆地思考与分析问题，然
后跟随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行解答；在学生完成自主探索后，
教师可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让他们相互交流，发现自己
与其他同学之间思考方式和解题方法的不同之处，并对其他
同学所提出的解题方法提出质疑，相互讨论，找出不同解题
方法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丰富自身的能力与思维模式，增
强思考能力，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
（二）利用好教学资源，强化学生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在小学数学教材中，会蕴含许多与实际生活有关的内容，

教师应充分利用好教学资源，让学生感受到数学来源于生活，
在生活中可以随处见到数学知识，使学生产生愿意学习数学
知识的情感，不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在解决生
活问题时，还能强化学生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例如，在讲小学四年级数学上册《公顷和平方千米》知
识时，教师应将课堂占地面积作为教学资源，要求学生实地
丈量教室的长度和宽度，按照面积公式 S=L×H 计算出教室

的面积。随后教师将 1 公顷 =10000 平方米的概念讲解给学
生，让学生以教室面积为单位，看看需要多少个教室才能得
到 1 公顷。学生在计算教室面积以及 1 公顷面积时，都可以
锻炼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形成面积意识，理解面积在生
活中的使用意义。
（三）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我们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自主解决问题能力的学生，

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应该在课堂上把更多的机会留给学生
自己，让他们通过自我思考、小组学习等方式，学习书中的
知识，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会合作、学会沟通、学会和
别人分享自己的发现和观点，学习不是自私的，只有把自己
置身于集体之中，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所以要教师教育学
生决不能在学习上有任何“自私”的想法。

例如，小学数学五年级上册练习二十六第一题，某小学
一至六年级喜欢看科普读物的学生人数如右表，根据表中的
数据，制成折线统计图。对于这道题目练习，笔者在课堂上
采用学生小组合作完成的方法，小组成员共同读题，明白其
中的问题，然后在纸上画出适合题目要求的统计图，再将横
轴和纵轴所表示的单位标明，之后画出点，最后将数字连线。
这一过程笔者不再讲述，由学生自己探索，在小组合作学习
中，学生们知道了折线统计图的画法，小组中的每位同学都
有分工，这道题目完成之后，这一类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
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就不会害怕了。在学生自主探究的过
程中，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教师只作为辅助
者，只有在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才出现，听取他们的问题，
并给与指导性的解决。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应为学生创设生活

化情境，突显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优势，充分调动学生参与
数学知识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遇到的问
题，并且充分利用教学资源，强化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应用数
学知识的能力，从而显著提升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为
今后的数学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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