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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雜誌．第六十八期

優化教學過程,發展解題能力――
小學數學解决問題教學有效性淺談

一、加强閱讀指導，提高學生的審 
題能力
“義務教育數學課程標準”（以下稱

“課程標準”）中對於“解决問題”教學，

强調數學與生活的聯繫，引導學生解决生

活中的現實問題，以獲得良好的學習體驗，

進而不斷積累學習經驗，發展學習能力。

相應的，教材中的很多數學問題也往往以

生活的本來面目出現，呈現方式多元。學

生面對的往往不是現成的完整的文字表述

的題，而是採用了人物對話、圖畫、表格、

文字等多種形式，或圖表結合，或圖文結

合呈現情境等。教學時，要重視引導學生

梳理信息，剔除相關情境因素，留下關鍵

的數學信息，讓數學問題以數學知識本身

的邏輯呈現。

1. 引導讀題，提高學生的理解能力

讀題是審題的第一步。教師要重視指

導學生認真閱讀，不僅僅是圖畫的識見，

引導學生用完整的句子進行表述；也包括

對圖中、圖旁文字標注的注意和理解。純

文·圖│袁昌和

解决問題教學是小學階段重要

的教學內容。提高學生解决問題的

能力是小學數學教學的重要任務。

本文結合自身的教學實踐，從“加

强閱讀指導，提高學生的審題能

力”、“注重數量關係，培養學生

的數學思維”、“發展解題策略，

豐富學生的解題經驗”等三個方面

談教學體會。

培養小學生解决問題能力是小

學數學教學的重要任務。各個版本

的教材都精心設計和編排了“解决

問題”模塊，將“解决問題”與數

學知識教學有機結合，旨在引導學

生感受數學與生活的密切聯繫，培

養學生的數學意識，循序漸進的掌

握解决問題的基本方法，進一步提

高分析問題與解决問題的能力。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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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數學問題，通常讓學生多讀幾遍，

關注關鍵的字詞，並能複述題目給出的情

境以及要解决的問題。

2. 訓練審題，培養收集和整理信息的
能力

解決問題是一項綜合技能。新的教學

理念强調學生要能“選擇有用信息進行簡

單的歸納與類比”，進一步提高“收集、

選擇、處理數學信息的能力”。

因此，解决問題教學中，不僅要引導

學生有為解決問題而整理信息的習慣，還

要引導學生養成從數學的角度收集信息的

習慣。尤其要重視指導學生選擇與所要解

决的問題一一對應的有用信息，促進學生

的數學理解。

如，人教版小學數學二年級上冊第七

單元《認識時間》例題3。 例題的信息較多，

以對話和圖示呈現，並且具有一定的開放

性。學生如果不能很好的進行信息整理，

正確解答就會有困難。

教學時，可以按照如下的步驟組織教

學：

① 出示主題圖，引導學生仔細觀察，

提問學生圖中給出了哪些信息？

② 你知道要求甚麽問題嗎？

③ 你能找到與問題相關聯的信息嗎？

說說你的理由？

前兩個問題是引導學生認真讀題，找

問題和條件，是收集信息；後一個問題，

重在引導學生對信息進行整理，學生在找

與問題相關聯信息的過程中，理解數量之

間的關係，為正確解答做好鋪墊。

二、注重數量關係，培養學生的數
學思維
解决問題教學一般按照 “問題情

境——建立模型——解釋應用”這樣的流

程來組織教學。其中，建立數量關係的模

型是解决數學問題的關鍵。因為數量關係

式為學生解决問題提供了思維模型，是學

生正確列式的依據。

1. 創設學習情境，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

“課程標準”强調要注意“從學生

的生活經驗和客觀事實出發，在研究現實

問題的過程中學習、理解和發展數學，使

學生學會從數學的角度看待和處理日常生

活、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問題。”培養學生

具備數學的眼光分析問題和解决問題的能

力，具備一定的問題意識是關鍵。因此，

圖片來源：人教版小學數學第三冊第七單元
《認識時間》例題 3教材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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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問題教學中，教師要結合教材的編

排，善於選取學生熟悉的生活素材，動態

化信息呈現，引導學生觀察，並能根據信

息提出相應的數學問題。對於用已有知識

就可以解决的問題，就口頭解答；對於本

課重點要研究解决的問題，讓學生獨立思

考，合作交流，探索出解題方法。這樣的

處理，不僅使學生熟悉數學問題的一般結

構，同時還進一步促進學生感受到數學問

題就在我們的身邊，拉近了數學問題與學

生情感的距離。

2.强化計算教學，為解决問題做好鋪墊

四則運算的意義是數量關係的啓蒙。

很多計算中的列式道理通常都是學生解决

問題時列式的思維方式。因此，在開展計算

教學時，教師尤其要重視引導學生經歷四

則運算的形成過程，理解四則運算的意義，

並重視引導學生感受四則運算在生活中的

應用，抽象數量關係，發展列式的思考方法。

如，在教學“認識加法”的時候，引

導學生感知把兩個量合併成一個量，要引

入一種新的符號“＋”，用“＋”把兩個

量連起來，就表示把它們合併成一個量，

形成加法計算的表像；再引導學生找一找，

生活中哪裏用到加法以及進行加法的實際

練習，進行鞏固；在之後的進一步教學中，

突出加法的應用，感受到“把兩個部分合

起來”、求“原來的數”以及求“較大的數”

等都用加法進行計算，促進學生內化認識，

構築加法計算的模型，積累用加法計算的

經驗。

實際上，教材在處理計算教學時，通

常也是引導學生從解决生活中的現實問題

入手，呈現生活情境，引導學生先列出算

式再計算。因此，計算教學中，教師要重

視引導學生結合情境理解列式的道理，滲

透數量關係。

3. 重視數量關係的分析與指導

分析數量關係是“解决問題”環節中

的重要一環。實際教學中，要悉心引導學

生分析有關信息，分析已知數量之間、已

知數量與未知數量之間的關係，確定先算

甚麼，再算甚麼，最後算甚麼的步驟。學

生對數量關係分析透徹了，就能列出算式，

正確解答問題。

數量關係的指導通常採用分析法和綜

合法。在運用這兩種方法時，一般採用“倒

樹形圖”和“樹形圖”的方式，幫助學生建

立起思維的總體框架。

如：學校買來 8張桌子和幾把椅子，

共花了 8176 元。每張桌子 785 元，比每

把椅子貴 672 元。求買來椅子多少把？

題目要求椅子的把數，也就是購買椅

子的數量，根據“總價÷單價=數量”，

可以先求出椅子的總價和單價。通過問題

入手，根據已知信息，利用分析法整理出

如下“倒樹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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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利用綜合法，根據相關聯的信

息，列出如下的“樹形圖”：

4. 突出模型建構，促進數學運用

“數學模型是對實際問題的數學化。”

教學中，教師要注意根據數學問題的特徵，

通過引導學生進行分析和綜合、抽象與概

括等思維活動，初步的建構模型，然後對

數學模型進行應用和拓展，逐步積累學習

經驗，進一步提高解題能力。

如，在教學“植樹問題”時，可以先

讓學生從生活的現實情境中明確問題，引

導學生從具體的簡單的資料入手，開展探

究。綜合學生的資料，歸納和概括棵數、

間隔數和總長度之間的關係之後，教師要

積極發掘生活素材，出示不同的情境，引

導學生認真思考，想一想在這些情境中能

否發現“植樹問題”的影子？是把甚麼當

成樹？把甚麼當成間隔數？這樣不僅讓學

生進一步熟悉植樹問題的結構，清晰植樹

問題的數學模型，還能促進內化，進一步

提高應用植樹問題的相關知識解決實際問

題的能力。 

三、發展解題策略，豐富學生的解
題經驗
解決問題策略的多樣化是不同學生理

解數學的表現，也是培養學生創新意識的

基礎。教學中，要優化教學方法，引導學

生獨立思考，促進策略多樣化，豐富解題

經驗，進一步培養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

1. 善於分析，引導策略多樣化

學生對資訊的理解程度關係到問題解

決的策略選擇。教學中，教師要重視引導

學生理解資訊。可以用摘錄條件和問題的

方式整理資訊，或用清單的方式簡潔地呈

現資訊，還可以用畫線段圖的方式形象地

表達題意等，讓學生在充分理解資訊的基

礎上，實現解題策略多樣化。

如，50 千克黃豆可榨油 10 千克，照

這樣計算，榨 300 千克豆油需要多少千

克黃豆？這道題的數量關係雖然不是很複

雜，但是讓學生理解清楚還是不容易的。

在分析時，可以引導學生摘錄條件，並列

成如下的表格：
豆 50 ?

油 1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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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縱向觀察，容易得出：黃豆

的重量是油的 5 倍：50÷10=5，因此，

榨 300 千克豆油需要黃豆：300×5=1500

（千克）；橫向看，油由 10 千克增加到

300 千克，擴大 30 倍：300÷10=30，因

此，黃豆的重量也要相應的擴大 30 倍，

是 50×30=1500（千克）。

再如：小明家買來一袋大米，吃了四

分之三，還剩15千克，這袋大米總共有多

少千克？這是一道基礎題，我們可以引導

學生畫線段圖表示出題目中的資訊和問題：

觀察線段圖，不難發現：一袋大米平

均分成4份，其中的一份是15千克，因此，

這袋大米共重：15×4=60（千克）；通過

線段圖，我們也不難發現，剩下的 15 千

克大米相當於單位“1”（這袋大米）的¼，
因此，這袋大米共重：15÷¼=60（千克）。

2. 一題多解，鼓勵策略多樣化

在解決問題教學中，教師要注意引導

學生充分利用條件，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同

一題中的數量關係，鼓勵解題策略多樣化。

這樣不僅能幫助學生加深對題中數量關係

的理解，更牢固地掌握和運用所學知識，

優化思考方法和解題途徑，還能培養創造

性思維能力和解題能力，進一步提高學習

成績。

如，一個車間計劃用 40 天完成生產

1200 個零件的任務。實際上，前 16 天生

產了 400 個零件，照這樣計算，這個車間

能不能在規定的時間裡完成生產任務？ 教

學時，引導學生細緻分析題意，從多角度

分析和思考，形成了如下不同的解決策略。

學生在多樣化的策略中，感受到數學思考

的魅力，發展了思維，促進了創新。

A. 可以將 40 天實際生產的零件總個

數與原計劃生產零件的總個數（1200 個）

進行比較。如果 40 天的實際生產數超過

了 1200 個，就一定能完成生產任務。反

之，則不能完成任務。

B. 可以將實際完成任務的時間與原計

劃完成任務的時間（40天）比較。如果實

際完成任務的時間小於原計劃的時間，則

能完成生產任務。反之，則不能完成任務。

C. 可以將原計劃 16 天生產零件個數

與實際16天生產的400個零件進行比較。

如果原計劃 16 天生產零件的個數小於實

際 16 天生產的 400 個，則能完成生產任

務。反之，則不能完成任務。

D.可以比較完成400個零件的時間，

原計劃需要的時間與實際需要的時間 (16

天 ) 相比較，如果原計劃需要的時間大於

實際需要的時間，則一定能在規定的時間

內完成生則不能完成任務。 

E. 可以將實際生產每個零件所用的時

間與原計劃生產每個零件需要的時間進行

比較。如果實際生產每一個零件需要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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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少，則生產 1200 個零件需要的總時間

就少，也就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生產任

務。反之，則不能完成任務。

F. 還可以將實際每天生產的零件個數

與原計劃每天生產零件的個數進行比較。

如果，實際每天生產的零件個數大於原計

劃每天生產的零件個數，則在規定的時間

內會超過計劃的生產零件的總數，也就是

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生產任務。反之，

則不能完成任務。

3. 引導反思，促進解題策略的內化與
優化

弗賴登塔爾強調：“反思是數學的重

要活動，它是數學活動的核心和動力。”

因此，在問題解決教學中，不僅要關注問

題獲得解決的結果，還應引導學生對解決

問題的過程和結果進行檢驗、評價，積極

培養學生的反思能力。

在解答結束之後，教師要積極引導

學生完整地回顧分析和思考問題解決的過

程，反思自己的結果是否合理，還有沒有

其他的方法。同時，還要注意總結成功的

經驗和遇到的問題，不斷豐富解決問題的

經驗，逐漸內化為成熟的解題策略，從而

實現舉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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