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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提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策略
覃龙宝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广西崇左 532200

【摘要】本文在扎实的实践研究过程中，探索出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策略，认为画图是低年级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策略，画图策略可以促进学生思维发展，有效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对学困生，更是一种有

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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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解决问题”是小学数学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承担着培

养学生处理信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运用策略解决问题、

实践、创新的能力，以及达成发展学生的数学思考、数学应

用意识、全面提高学生数学素养等多元价值目标[1]。但在教

学实践中，解决问题的教学不尽如人意，学生解决问题能力

还很欠缺。如何在解决问题教学中更好地实现数学课程目标，

提高“解决问题”教学的实效性？《小学低年级数学“解决

问题的策略”教学实践研究》课题组成员在文献研究的基础

上，通过实践研究采用了如下的策略，有效地提高了学生解

决问题的能力[2]。

一、重视培养学生读题能力

读懂题目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也是必须的重要环节。

由于新课标教材解决问题有时所呈现的形式不是只有刚好够

用的条件的现成的“题”，而是以图画、对话、文本等组成的

丰富情境，有多余的、隐藏的条件。虽然，有趣的图片、可

爱的人物、亲切的对话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吸引力，但同时也

增加了学生读懂题目的难度。

有些老师常说：有些学生审题能力差，你让他重做做错

了的题，没有别人的指导，他也做对了。确实，有些学生解

题错误，问题就出在审题环节，出现的问题是：一是学生匆

忙读题，没看清题目就做；二是读不懂题意。因此，在教学

中，我们非常注重培养学生读题的能力，一是让学生粗读，

围绕“题目讲了什么事情？从题中你知道了什么数学信息？

要求的问题是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二是精读，读出题目

中有用的数学信息、隐藏的条件、多余的条件。同时要求学

生边读题边记录，划出题目中的关键句、重点词，把多余的

条件划掉，把隐藏的条件圈出来。特别是对一年级和学困生，

每次读题前要求学生用手或笔指着要读的题目，指一个字，

跟读一个，并要求边读边圈出关键字。坚持这样重视学生读

题，学生的读题能力也会慢慢提高。如在期末的检测中，学

生在解答下图的问题：女孩比男孩多拍多少下？很多学生都

能分析出“用了 2分钟”这个条件与问题没有关系，是多余

条件，把这个多余条件划掉，正确解答。实验班学生的解答

正确率达到 92.3％，普通班学生的解答正确率仅达到 64.1％。

二、突出数量关系分析，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

分析数量关系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数学课程标准》明确

指出：“应使学生经历从实际问题抽象出数量关系，并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在实际教学中，许多教师虽也把关

注点集中在了“过程”教学中，但对于数量关系的分析则非

常简单、草率，甚至不敢正面“总结”，只是一味的让学生说

出算法，认为只要学生正确列式计算就可以了。使得学生解

决问题时结构不明，思路不清，解决问题能力较差。2011版

课程标准修订组组长史宁中教授在“国培计划”示范性远程

项目全国辅导教师培训中举了一个例子：操场上有 3名同学，

又来了一队同学，2人一排共 6排，问现在操场上有多少同

学？史讲授说：“对这样的题，很多老师一上来就列式。不要

着急，教孩子这样想问题：现在同学数 = 原来同学数 + 后

来同学数 。让孩子先把这话语表达齐了，再列算式，孩子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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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样的习惯的话，孩子学习肯定不错”。因此，教学中，我

们不光是让学生会做，还要让学生明白算法背后的道理，也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解决问题的关键：数量关系。教师要通过

具体的生活情境让学生感受数量关系，引导学生在亲历探究

的过程中抽象出数量关系的模型[3]。

三、重视梳理解题思路，正确找出“中间问题”

在一些人眼中，“解决问题”教学就是意味着解题、做题，

致使很多学生在解题时是套用模式，跟着感觉列出算式，不

会理清解题思路。在解决两步以上问题时，思维单一，不会

分析，无从下手，胡乱答题。

我们曾经组织教师在江州区两个区直小学、九个乡镇中

心小学开展了学生解决问题情况调研。三年级调研内容为：

一个长方形的长是 5米，比宽多 3米。它的周长是多少米？

要解答这道题，你是怎么想的？请写出你的思考过程，并解

答。我们随机抽取了 572名三年级学生进行了解题调研。调

研结果显示：三年级约 74.8％的学生不会写出解题思路，约

60.0％的学生找不着两步解决问题的解题思路，把 3米当作

宽的长度，解答错误。从卷面来看，学生都掌握了长方形的

周长＝（长＋宽）×2，而且不管对与错，学生都写出算式，

但对于写解题思路，有相当多的同学是一片空白，不知如何

写。收卷后，我们与一些同学交谈，了解他们的解题思路。

有个别同学说是东想西想，有的说是不知怎么想，一见题目

就乱写了。可以说，学生盲目思维，找不出“中间问题”成

了很多学生思维的瓶颈，也成了解决两步以上问题的关键。

因此，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阐明解题思路。如果学生

能正确、清晰、有条理地阐述自己的解题思路，那么可以肯

定，解题的正确性是必然的。同时，学生在阐述时，也可以

发现自己的错误和不足。记录在学生头脑的思想也就如同某

人留在沙上的脚印，教师就能清晰地看到他走过的脚印，有

效进行因材施教。教学中，教师要突出以综合法和分析法为

分析数量关系的基本方法，让学生习惯思考：先算什么？为

什么先算？根据……可以求出……，要求什么……，需要知

道什么……等，引导学生善于梳理解题的基本思路，让学生

有火眼金睛把隐藏的“中间问题” 找出来，提高学生的思考

能力。

同时在教学中，通过以下途径帮助学生提高寻找“中间

问题”的能力：① 学会提问题。即给出几个条件，提出能解

决的问题；②学会补条件、选条件。补条件是指根据问题补

充相应的条件，选条件是指根据问题从一些条件中选择有联

系的条件；③学会搭配条件。题目中有多余或隐蔽条件，其

中两个条件有直接联系，让学生思考筛选相关条件，使学生

善于搭配条件[4]。这样，对于数量关系复杂的、信息量多的、

含有多余、隐藏信息的题目，学生能从问题出发，找到中间

问题，理清解答思路，明确解题步骤，正确答题。如在三年

级实验后测中的一道题：

题目中的信息虽多，又有多余的信息，但学生都能从问

题找出相应信息解答：平均每场售出多少张票？那就要找剧

场一天放映多少场和一天卖出多少张票。一天放映多少场已

知，一天卖出多少张票是未知的，要解决此题就得先算出一

天卖出多少张票。这道题实验班约 80％的学生都能正确的取

舍信息，很好地写出解题思路，正确答题，在写解题思路、

解答正确率方面都比非实验班要好。

四、加强数学口语思维训练

在课题实验检测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即使解答正确了，

也不会写解题思路。学生会解题当然是好的，但是不会表达

解题思路，这也是远远不够的。思维决定语言的表达，语言

促进思维的发展，是思维的外壳。语言的磨练能促使思维更

有条理，更准确。因此，教师要以“说”促“想”，结合教学

内容，有计划、有目的、有意识经常开展数学口语思维训练，

引导学生用数学语言说数量关系、说解题思路、说想法等。

让每一个学生从“不敢说”到“敢说”、“爱说”，从而逐步提

高为“会说”，使学生在表达的过程中弄清条件与问题、条件

与条件间的关系，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促进语言与思维的

协调发展[5]。

如实验教师黄艳在总结里写到：“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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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生由原来的不爱发言，不爱表现，变得现在争着说出

自己的问题及解题方法。像小吴、小文、小靖这些孩子，他

们原来在课堂上就像边缘人，现在也能常常看到他们的小手

自信的举起来。虽然有时他们说得不是很好，但在其他同学

的影响、帮扶下他们也变得活跃起来，善于表达，敢于提出

自己的不同见解，有较强的探究精神，能够选取有用的信息

提出问题，并能从多角度思考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

实践证明，在低年级培养学生运用画图策略解决问题，

可以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对学困生，更是一种

有效的方法。通过画图策略培训，学生解决问题能力有显著

提高[6]。

如在解答实验后测的这道题：校园里有 6排桃树，每排

9棵。3个同学给校园里的桃树浇水，已经浇了 24棵，还有

多少棵没浇？学生的解答情况、解题思维水平统计如下：

通过学生解题思维的比较发现，实验班学生在解题时，

碰到自己不会解的问题，会运用画图策略帮助解答，解题思

路清晰，解题思维活动具有较高的分析性、策略性、逻辑性、

独立性。对比班多数学生解题思路不清，往往是绕过数学表

征，一看完题目就直接列式计算，带有机械套模型或胡蒙乱

猜的性质。实验班学生思维有显著提高，思维水平明显高于

对比班。

结束语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里有一段话：在二、

三年级，我的学生总是把算术练习本从中间起分成“两半”，

左边的一半用来解答习题，而右边的一半则用来以直观的、

示意的办法把应用题画成图解的样子。在动手解答习题以前，

学生先“把应用题画出来”。教会学生把应用题“画”出来，

其用意就在于保证由具体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过渡。如果哪一

个孩子学会了“画”应用题，我就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一定

能学会解应用题。如果你的小学班级里有一些学习数学感到

困难的学生，那就请你试一试，先教会他们“画”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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