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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教学过程当中解决问题是一大核心要素,是数学教学的 终目标。为此,针对如何提高小学教学低段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进行探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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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小学数学低段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意义分析 

在新课改逐渐深化的今天,新课程改革对于小学数学教

学的要求也在发生着本质性的改变。在数学教学过程当中,

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说是重中之重,是目前数学教学的主要

目标。只有提高小学数学低段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够让

学生们学到更加牢固的数学知识,才能够培养他们养成独立

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好习惯。 

新课标中明确说明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当中,数学课程

将致力于促使学生真实的感受到数学与大自然、人类社会之

间的密切关联,深入的了解数学潜藏的巨大价值,增进学生

对数学的认识与有效运用的信心,学会通过利用数学思维来

对现实社会进行认识与观察,去更好的解决日常生活当中与

其他学科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养成敢于探索、勇于创新

的思想精神,拥有踏入社会的一项必要应用技能,从而为学

生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根基。要知道,数学教学 终起源

于生活,将数学学好主要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生活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所以开展的数学学习都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适

应这个社会,能够更好地为生活所提供便利。 

2 提高小学数学低段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具体措施 

2.1 建立联系,引导学生发现问题 

勤于思考是做到发现问题的基础条件,为此,作为一名

合格的数学教师一定要避免出现满堂讲的问题,要从一点一

滴讲起,不断地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的能力。 

现在的数学教材中通常会设置很多的情境图,目的就是

为了让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发现已知现有的条件和

问题,可以自己去感觉,主动地去解决自己发现问题的办法。

此外,教师亦可为学生创造一些发现问题的机会,譬如：二年

级的解决问题：目前整个班级当中男生共 20 人,比女生少 3

人,女生有多少人？通过让学生去发现现有的条件,让学生

自己说出题目的问题。接下来继续提问：为什么要提出这样

的一个问题呢？谁还能举一反三？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地引

导学生能够进行上一个问题的总结,同时生成新的已知条件,

然后提出更多的问题。譬如：在这个班级当中一共有多少人

呢？这种发现问题的思考方式在当下的数学教学中是经常

使用到的,并且慢慢地内化转变成学生的一种习惯性思考问

题的良好习惯。这一题目其实也能够在高一些年级中适用,

通过对学生较长时间的训练和练习,小学生积累的数学知识

就会越来越丰富,譬如：在整个班级当中男生人数是女生人

数的几分之几？女生人数是男生人数的几倍呢？等等。 

2.2 先学后教,鼓励学生提出问题 

新课标中明确指出：教学活动是指师生共同参与、互相

互通、共同发展的一个过程。开展有效地数学教学活动主要

是做到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完全统一。在数学学习过程当中,

学生是作为主体要素而客观存在的,教师是数学学习的引导

者、组织者。从以往传统的教学方式来看,学生根本没有任

何自己发言的机会,在课堂中都是习惯来回答老师提出的问

题的。这些问题也仅仅是数学教师自认为是本堂课的重要知

识点而已。但是,在这里需要客观指出的问题是,课堂中教师

所讲的数学知识究竟有哪些是与自己班级中学生的认知水

平是相吻合的呢？哪些才是学生真正需要但是有没被提出

的问题呢？针对这一现状,我们要从根本上转变以往的传统

教学模式,综合低段学生的实际需求来进行教学模式的不断

创新,可通过安排学生进行数学知识的课前阅读、观看一些

相关微视频等等进行前期阶段的自我学习,接下来通过学生

自己对问题的思考,准备好在课堂中想要提出的问题,只有

这样经过课堂中对问题的共同研讨,才能够实现数学课堂中

的平等交流,使得数学课堂的作用真正的发挥出来。 

如,可安排低年级的学生进行微视频的观看,在看完之

后总结出自己的问题,或让学生学会在微视频中找出一些问

题来提问自己的爸爸妈妈。通过这种方式不但能够慢慢地培

养学生具备提出问题的思想意识,并且能够让他们学会通过

自己的语言描述来提出问题,在此过程当中,让数学学习逐

渐转变为一种家庭互动的游戏,进而使得低段学生对数学学

习的积极性大大提升。对于小学中年级数学的学习,微视频

大都为让学生在自己发现问题的前提下再进行深入地自我

思考,数学问题思考的过程当中来去挖掘解决问题 好的办

法。譬如,《面积和面积单位》一课当中,视频观看到了 后

为能够对学生观看微视频 终的效果,教师可出一组找错

题。张同学写了这样的一篇数学日记：早上,妈妈买了一根

3 平方米的绳子,用来捆绑装书的箱子。将箱子整理好之后

拿到了地下室。我家的地下室真的特别大,一共有 10 平方分

米。接下来,教师在视频中提问：“在这篇日记中,你能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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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错误呢？你有什么避免出错的好方法吗？”这种数学教

学方式不但能够帮助学生一起来巩固之前已经学过的数学

知识,同时还能够帮助学生养成自己认真审题的好习惯,

关键的是提高了学生养成先提出问题的能力,在新知识学习

之后,便会自然而然的与之前所学的旧知识进行比较,这其

实也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有效方法。 

教师在这里提出问题,想要达到的目的并非只是简单地

解决每堂课的数学知识,更为关键的是正确地引导学生在学

习计算类知识的过程当中,能够从算理入手思考和提问,同

时亦能够通过新旧知识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来提出更多新

的问题。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总而言

之,“问题意识”的培养和“问题质量”的提升,需要教师长

期科学巧妙设计和坚持不懈的培养。 

2.3 注重方法,深入本质分析问题 

分析问题要求能通过探寻知识的本质和互相间的关联,

针对问题,进行分辨、剖析、观察及探究。分析问题的方法

并非只是简单地告诉学生这是“分析法”那是“综合法”想

要学生来自己掌握。而是综合实际的教学情境,深入问题的

本质,来让学生感受到这些分析方法的独特价值。 

譬如《平行四边形面积》教学过程当中,通过简拼、数

格子等方法总结出求平行四边形面积的计算方法,教师重经

学习过的问题来解决。这样一系列的过程除了需要传授给学

生数学知识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要不断地渗透一种正确的数

学理念,在此过程当中,要在相关结论的基本前提下进行深

入性的探究,“拉动一个平行四边形框架,直至变成一个长方

形框架后,面积发生变化了吗？这里也在转化,为什么不用

这种方法来推导面积计算公式呢？”连续几个问题同时提出,

这无疑不是在对“转化”和“平行四边形面积计算”都进行

了深入的挖掘。 

2.4 合作交流,不同角度解决问题 

学生学习理应是一个主动、生动以及具有、富有个性的

具体过程。除接受学习的基础上,亲自动手实践、进行自主

性探索、多跟其他同学合作进行数学的学习。在共同学习交

流的过程当中,学生便能够很好地碰撞出思维的火花,这就

如同著名数学家陈省身说的：“数学是自己思考的产物,首先

要能够思考起来,用自己的见解和别人的见解交换,会有很

好的效果。” 

譬如,五年级在学习《长方体与正方体》这一数学单元

过程中,其中有个内容是需要求出不规则物体的体积。该物

体的长度为 10cm,宽度为 8cm,高度为 6cm,在这个长方体的

容器当中装有 4cm 高度的水,将一个形状不规则的物体全部

浸泡在水当中,会使得整个水平面升高5cm,求这个不规则物

体的体积。”在这个数学问题上需要引导学生将这道题设计

成几个小的问题来求解：比如“水的高度是 4厘米为什么变

成 5厘米”“容器的高 6厘米在这里有用吗”等,通过这一个

个的小问题,来让学生们自己分析清楚,可以说这是一种提

高低段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途径。 

3 结束语 

通过不断地提高小学数学低段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可以使得学生对数学知识的认识程度得

到很好地增加,同时还可以促使学生自身的思维能力、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增长,为学

生的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此,小学数学教师必须

要重视培养和提高低段学生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积极地采

取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来不断地提高低段学生解决问题的

各方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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