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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数学教学过程当中,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一直以来处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不但是实际教学的基本需求,更

是新课改的需要。对于小学数学教学而言,解决实际问题一直是教学内容的重中之重,亦是教学的最终目标,是非常值得我们投

入大量的精力来进行深入探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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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教学过程当中,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可以说

是重中之重,其不但是当前教学的基本任务,更是新课改的

一大需求。在小学数学教学当中解决实际问题是教学的出发

点、亦是 终的归宿,是需要广大教师进行深入探究的重要

议题。不断提升小学生解答问题的基本能力,从而顺利地达

到解决问题的 终目标,这对于进一步开发学生们的思维而

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要知道,新课程标准中明确的将“解

决问题”作为是一道“应用题”。自国家新课改实施开始,

应用题教育早已不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教学范畴,其逐渐与

数学运算等内容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数学应用题是

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题目,学生的思维在此基础上是完全可

以发生进一步扩散的,在此期间也能够很好地实现成功转化,

为此,低年级数学教学时期解决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

阶段,唯有从低年级抓起,才能够为学生今后学到更好地问

题解决能力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1 创设生动的情境,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 

问题是学生研究的主线,在之前的教学当中问题的提出

通常是以教师为中心的,由教师提出问题然后让学生来解

决。有的时候学生只需把公式和定理对号入座就能够将老师

提出的问题解决掉,这样一来并无法引起学生自己进行深入

性的思考,而仅仅是停留在机械层面,无法实现对知识的有

效构建和分析。这就如同爱因斯坦曾经讲到的那样：提出一

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

是一个教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

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

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由此可以看出,解决他人提

出的问题仅仅是对显性知识点的有效应用,其中,提出问题

是数学思想、情感等隐形要素和书本知识这些显性要素一同

参与的一种结果,这对于学生牢牢地掌握数学知识和相关数

学思维方法有着很大的帮助,可促使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得

到显著性的提高。在日常的数学教学过程当中,教师一定要

想着为学生们开创生动的教学环境,这样才能够启发学生来

进行思考,激活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对问题的解决。这样学

生才能够自主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让学生形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譬如,在进行平面四边形面积学习的时

候,数学老师就可以将平时学生日常了解的地砖来铺地面的

生活现象来创设真实而直观的教学情境,学生可以运用所学

知识来计算出地面和一块正方形地砖的面积,进而计算出所

需要的地砖块数,这样的问题学生可以轻松解决。在此基础

上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如果地砖是平行四边形,需要多

少块呢？这样的提问自然就可以引发学生更深层次的思考,

从而使学生意识到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知道平行四边

形的面积。由此让学生自己提出本节所要学习的知识点,提

出问题,进而引导学生带着这个问题来展开主动探究,自主

构建知识。 

2 设计开放性问题,激活学生创新思维 

过去的数学教学中问题大都属于封闭式的,问题答案十

分单一,以此问题也只能让学生进行机械式的回答,这样会

扼杀学生们的个性发展,阻碍学生的扩展性思维,对于培养

学生问题思考能力是非常不利的,对此,需对数学教学中现

有的封闭性问题做出合理的调整,将这些问题转换成开放式

问题,譬如：一题多解、一题多变、多题一解等,唯有如此,

才能够把学生带入到宽广的思维空间当中,促使学生能够综

合自身所有的数学知识来不断地丰富现有的学习内容。这种

方式不但能够将学生间存在的不同之处很好地呈现出来,并

且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而言都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曾经在教五年级数学——列方程解应用题内容的时候,到

后拓展环节,我设计了一道开放式数学题,学生们给出的答

案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元旦快到了,我们班要组织一次元旦

联欢会,想购买一些水果,老师拿出 100 元钱的班费作为这

次活动的开支。到市场上获得了这样的信息：苹果每千克

2.4 元、梨每千克 3 元、橘子每千克 1 元。购买水果后,需

要剩下 20 元来进行教师装饰品的购买。那么,同学们可以购

买些什么水果呢？一起来选选吧！”因学生的数学知识是非

常有限的,这种状况下学生们在购买水果的时候只会挑选某

一种水果,以便于能够通过简单的方程列出来。有一部分学

生会挑选 2 种以上的水果,之后列出相关方程式,这种方法

是具有一定创新性的,譬如：某学生挑选了苹果、梨子,设苹

果与梨子各买 x 千克,方程为：2.4x+3x=100-20。由上方学

生的答题可以了解到,开放式问题的提出能够给学生提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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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个性的契机,学生能够在自身基础知识的基本前提下

开展具有创造性的自主学习,这对于提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

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 

3 鼓励学生尝试、探索,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 

第一,遵循学生的客观认知规律,站在学生固有的生活

经验入手,结合自己的日常生活,为学生不断地供应具有趣

味性的、并且与学生自己生活背景密切相关的教学材料。在

数学知识与学生实际生活紧密结合的状况下,数学学习可以

说是非常活的,并且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这便于 大限度

上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思考问题的潜能。譬

如：小学二年级数学课堂教学过程当中,在上数学课之前考

虑到课本上的信息学生可能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需要安

排学生养成收集学习资料的习惯,挖掘书本中的主要知识点,

同时结合学生日常生活,课堂中导入的就是通过对自己家乡

的陈述,从而让学生产生一种亲切感。这样才能够 大限度

上调动起学生对数学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 

第二,要为学生提供成长的平台,为他们创造更多展现

自我的机会。让孩子们在活动的过程中充分尝试、探索解决

这些新问题的可能性。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要学会尊重学生

的主体地位,放开手脚,让学生自主学习,通过观察、猜测、

尝试,自己发现解决问题的策略,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不断地

创新。记得我在教学二年级《淘气的作息时间》的时候,便

开始大胆地让学生来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进行数学学习：

数一数、画一画或算一算等方法来探索解决经过的时间,之

后再进行自己所学知识的反馈与交流,各自分享出自己的学

习方式。在探索 6：30——6：55 分及 6：55——7：15 分别

经过多长时间中,能让学生充分展示画图的方法及思考过

程。 后总结出经过时间的获得方法有很多种,可以从开始

时间数到结束时间,可以用画各种示意图的方法得出经过时

间,也可以用结束时间减去开始时间。学生在这一学习过程

中逐步培养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第三,在学生进行问题探索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允许他们

犯错误。一般情况下,教师会认为在需要克服问题的地方就

是学生们经常犯错误的地方,对此,往往会在学生犯错误之前

便开始提醒学生多注意各方面的问题,更有甚者直接给学生

做正确性的示范。其实,学生犯错误是一件再也正常不过的事

情,只有出现错误,才能够及时地发现学习中的不足、以便于

及时的改正。可以说,错误是帮助学生提高自身学识水平的必

然之路。作为一名合格的数学教师就应当了解,假设让学生在

学习的过程中对不同的事物认真做好自我分析,养成自我探

索的习惯,那么学生极有可能会学到更多的新知识。 

小学低段数学解决问题教学的过程当中,教师一定要尊

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性学习,从而促使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得到不断地提高。小学低段数学学习过程

中教师要帮助学生分析问题、总结问题,可通过举例说明问

题,做好问题的延伸,这样才能够使得学生的思维得到不断

地拓展。 

4 结束语 

小学数学教学过程当中,教师一定要认真做好学生的指

导工作,明确学生对数学语言的正确使用,善于发现。同时灵

活掌握各种数学语言所描述的条件,不断地挖掘教材当中的

数学思维和学习方法,从而培养学生活跃的思维,找到解决

问题办法的不断创新,从而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

明确的学习目标,不断优化数学学习方法,进而提高学生在

数学知识应用方面的基础能力。 

[参考文献] 

[1]郭志强.小学低段学生问题解决策略研究[J].科学咨

询(教育科研),2018,(03):26. 

[2]史松平.浅谈小学低段学生解决问题中数学信息提取

能力的培养[J].教育观察(下半月),2017,6(02):122-124. 

[3]罗兰兰.略谈小学低段学生数学“解决问题”能力提

升的策略[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4,(10):77-78. 

[4]钟志德.培养低段学生解决数学问题能力的基本策略

[J].小学教学设计:数学,2015,(8):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