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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数学中年级学生审题能力培养的有效策略
雷湘媛

广西南宁市武鸣区甘圩镇甘圩小学　广西南宁　530103

摘　要：审题能力是数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审题能力可使学生在做题时，及时抓住题目重点，理清题目考查对象，

找准解题角度，从而可提高学生的做题速度和做题准确度。小学数学教师在培养中年级学生数学审题能力时，应结合学生的

实际成绩情况和日常上课状态，为学生讲解审题的一般逻辑和主要办法，进而培养学生的审题能力。更为关键的是，小学数

学教师应依据小学数学教学的一般要求，为学生讲解审题技巧，将解题与审题连接起来，突出数学解题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基于此，首先，本文分析了培养小学数学中年级学生审题能力的现状和问题；其次，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培养小学中年级学生

审题能力的有效策略，希望可为广大小学数学教师提供有效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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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小学生的数学审题能力时，小学数学教师应全面

分析小学生对数学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考查小学生对基础

知识点的敏感程度。换言之，能否在读题时找准题目考查的

对象，能否在审题时抓住题目中体现出的重要知识点，与学

生掌握的基础知识的多少有很大关系。在教学过程中，小学

数学教师可结合具体的授课内容，使用板书的方式或者多媒

体教学的方式，“手把手”教学，“口口”传授，一步一步地

为学生讲解审题的具体步骤，进而使学生可比较细致地学习

审题方法，从而逐渐提高小学生的数学审题能力。

一、小学生审题能力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形成正确的审题习惯

从中年级小学生的数学作业的质量来看，多数学生的错

题都是由于审题不细产生的，如忽略条件、忽略步骤等，有

些学生属于屡教不改，这就说明学生没有形成正确的审题习

惯。并且，有些教师没有重视审题教学方面，更多地关注在

新课和旧课的教学中，这会让学生的审题“坏毛病”越来越

多，最终会积累成无法弥补的恶习，阻碍着学生不能突破学

习瓶颈。

（二）没有对审题具有准确的认识

虽然，有些教师多次在课堂上孜孜不倦地让学生重视审

题，无论在日常的习题练习中，还是在月度、期中、期末等

考试中，都需要仔细地查看题目条件，然后才能提笔做题。

但是，有些学生没有重视审题环节，有些学生会对条件复杂

的题目感到畏惧，这就说明学生对审题的认识较为浅薄。

二、小学中年级数学审题能力培养的策略

（一）利用信息技术，帮助学生剖析数学题目

多数数学题目都存在已表现和未表现的条件，这些条件

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学生可以摸索出这些联系，这就

可以轻松地求解出题目答案，找出其中的逻辑。不过，当前

中年级小学生的数学理解能力有限，对有些条件复杂的应用

题不能理解透彻，这就会影响解题效率。那么，在课堂教学

过程中，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的多功能，为学生直观地剖析数

学题目的逻辑，并且需要长此以往地坚持这种教学方式，这

就有利于让学生逐渐形成审题习惯。

比如，在教师教学《千米和吨》时，在该部分内容中，

要求学生掌握千米和吨的数量计算单位，那么教师可以在课

堂中列出关于千米和吨的应用题，带领学生剖析题目。首先，

教师可以在多媒体课件中加入多个例题，以及千米和米、千

克和吨的换算公式，然后在展开教学前，对学生进行提问：

“同学们，上学期我们已经学会了千克和克的关系，谁能说一

说是什么关系呢？”，这会让学生回顾“1 千克 =1000 克”的

知识点，教师继续说：“同学们回答的非常好！那么，你们知

道吨和千克的关系吗？千米又是什么呢？”，这就可以引入本

文教学主题。

接着，教师带领学生简要地阅读课本教材，同时在屏幕

上展示例题，带领学生剖析题目，如“在高速公路上，货车

司机运载 1 吨的货物行驶了 15 千米，到达中转站后加长了

车身，又装 3 吨的货物，继续往前行驶了 25 千米，请问最后

达到终点后货车共跑了多少距离？运送了多少吨货物呢？”，

从该道题目内容来看，要求解析的答案包括“距离”和“吨

数”，所以可以将与此有关的条件圈划出来，如“1 吨”、“15
千米”、“3 吨”等，将这些条件分别标有序号，如将“1 吨”

标为、“15 千米”标为、“3 吨”标为等，再在课件中将这些

序号分别放在“第一次运输”、“第二次运输”的下方，向学

生提问：“同学们，现在老师将这些条件划出来，请问这些条

件有什么联系呢？可以怎么计算呢？”，这会让学生根据序号

和文字的引导，逐渐地发现该道题目的解题思路。

由此可见，在该过程中，教师将这些题目的条件依次罗

列出来，让学生可以直观地阅读题目，这就有利于提升数学

审题能力。

（二）从多方面出发，要求学生养成审题习惯

一方面，当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教材课文时，让学生边

读边划，将某个重点段落中的中心句划出来，同时教师四处

巡视学生的阅读状态，然后随机提问学生，如“小田同学，

为什么你要划出该段的这些句子呢？”，在学生说出原因后，

既要进行纠正，也要进行鼓励，这就会增强学生课堂阅读的

自信心。

另一方面，当教师给学生布置了家庭作业后，让每个学

生在做作业时，圈划出数学题目的各个条件，有助于学生尽

快地完成作业。并且，在隔日的数学课堂中，教师在检查家

庭作业完成情况的同时，检查数学题目中的圈划情况，这就

有利于判断各个学生的审题能力发展情况。

那么，通过以上两个方面，在长此以往的情况下，有利

于帮助学生慢慢地形成审题习惯，这就为提升审题能力提供

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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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助思维导图，强化学生的知识敏感度

数学审题过程也是锻炼学生逻辑思维的过程，但逻辑思

维具象化的过程比较复杂，或者说思维具象化的效率一般不

高，对于中年级小学生而言，难度更大。为此，小学数学教

师应使用合理的办法或者借助科学的教学工具，为学生讲解

思维具象化的办法，引导学生在审题时，可将逻辑思维落实

到具体的题干中，进而使学生在思维力的影响下，将知识、

公式或者存留在记忆中的解题经验与新题目连接起来，强化

学生知识敏感度。其中，思维导图是较为有效的审题能力训

练工具，小学数学教师应合理使用此类工具。下面借助解题

的例题进行说明，如例题：“小明在点餐时，一共点了 5 份薄

饼，点餐之后，小明自己吃了一份，爸爸妈妈吃掉了剩余部

分。此间，小明吃的薄饼重量比爸爸妈妈少了 0.6 千克，则

小明吃了多少千克的薄饼？小明的爸爸妈妈一共吃了多少千

克的薄饼？”

在审题时，小学数学可在黑板上为学生画出此思维导图，

并引导学生思考未知量的设置条件，提问学生选择哪个元素

作为未知量更合理。期间，数学教师应注意的问题是，很多

学生在解答此类题目时，往往会将审题思路困在“爸爸妈妈

各吃了多少”上，进而导致学生无法理解未知量的具体含义，

不知道如何列出包含薄饼重量的简易方程。为此，教师在审

题教学过程中，可为学生讲解抓重点的办法，引导学生多尝

试，动脑的同时也动手，从而使学生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

逐渐把握利用导图方式确定题目未知量的办法，进而利用思

维导图锻炼学生的审题能力。

（四）优化课后习题，提高题目的

针对性小学数学教师在布置课后习题时，一方面应依据

课程授课的内容要求和进度要求，为学生布置数量合理的课

后习题；另一方面，也要结合学生的实际能力水平，合理控

制课后习题的难度，以锻炼学生的审题能力为目的，选择适

合锻炼学生审题能力的题目，提高题目针对性。例如，针对

中年级学生，小学数学教师可选择题干文字较多的应用题或

者需应用较多公式的面积计算类型题目，此类题目已知条件

往往比较多，对学生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要求比较高，可有

效锻炼学生在审题时提取题目关键已知条件的能力。

另外，在解答此类题目时，小学数学教师不应急于求成，

可使用先看答案，再做题的办法，即先与学生一同分析此类

比较复杂题目的答案，从答案中分析和总结审题的角度，剖

析答案，积累审题经验，掌握出题老师的思想，进而借助此

类办法，逐渐强化中年级学生的审题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教育信息化的要求中，需要数学教师将信

息技术应用在课堂教学中，这就可以作为展开数学审题教学

的重要工具。同时，教师需要在课堂和家中两个方面展开培

养工作，帮助学生形成审题习惯，这就可以达到培养目的。

教师要重视培养中年级学生画思维导图的能力，引导学生使

用思维导图，确定题干未知量，选择合适的列方程角度。最

后，教师还应优化课后习题，提高题目的针对性，并借助课

后习题答案，促使学生积累审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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