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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研究
浅谈小学低年级应用题教学策略
□怀宁县黄龙镇中心学校  赵腊楼
应用题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综合应用能力。小学低年
级应用题教学要联系生活实际和具体情境，培养学生“说”的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编写
应用题的能力及画图分析的能力，逐步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掌握好的解题方法。笔
者在平时的教学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数学中应用题教学的难度和重要性，本文就平时教学中训
练学生正确解答应用题的技巧与方法来浅析相关教学策略。
一、让学生学会“说”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努力引导学生用语言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清楚地展现出来，培养学生
说的能力，多给学生“说”的机会与空间。只有通过听学生“说”，教师才能明白他们对所
学知识是否真的懂了。教师要点、面结合，关注全体学生，不要认为学生能正确解答应用题
就行了，更要关注学生解题思路以及对应用题的分析、理解。
如：小白有4本故事书，小慧有5本故事书，他们一共有多少本故事书？对于这个简单的问
题，学生都会列式：4+5=？（本）。这时教师不能只求结果正确就完事，而应追问：你是怎
么想的？为什么用加法计算？要让学生说出对题目的理解过程。学生能说出自己的思路，就
说明学生对问题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认识，为今后学习稍复杂的两步、三步等计
算的应用题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
二、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提出问题
应用题教学一方面就是解决题目所问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培养学生根据已知条件提出数学问
题的能力。根据已知条件提出数学问题，对于小学低年级学生来讲，有一定难度，有的学生
是没有认真读懂、理解题目给的条件，不知道怎么提问；有的学生是怕自己提出问题不对，
别人会笑话他，伤害“自尊”等心理。
怎样培养学生提问能力呢？一是要让学生明白什么是“数学问题”，通过列举实例进行引
导，要求学生提数学问题之前，教师要让学生认真读、理解题目的条件，只有在此基础上学
生才想“发问”。二是教师要有激励性的语言鼓励学生大胆地提问题，即使提的问题不对，
教师也不要一口否定，而是要帮助其分析原因，尽可能在学生提的问题的基础上，加以修改
成为正确的问题，这样对学生是一种鼓励，更不会伤其“自尊”。三是教师要结合生活实际
“抛砖引玉”，教师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引导学生接着提出其他不同的问题。
三、让学生根据具体情境编写应用题
培养学生正确解答应用题是数学教学的一个重难点。为了帮助学生突破这个难点，笔者在教
学应用题时，经常设计一些自编应用题的练习，使学生正确掌握应用题结构，使学生的思路
更清楚、明确，也能让学生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北师大版数学教材中安排了根
据算式编写具体情节的应用题内容，目的是培养学生解决应用题的能力，教师要高度重视这
一内容，让学生说出自己的应用题。让学生自己当“老师”，出题目“考”大家，体验学习
数学的乐趣。长期进行类似的训练，学生解答应用题的能力肯定有提高。只要有一个学生带
头编写，其余的学生也会踊跃发言，教师要尽可能地让每位学生发言，鼓励发言，这样才能
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四、弄清题目中的数量关系
有效地进行数学问题教学，教师必须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整个学习过程，理清各种数学信息间
存在的因果关系，从而掌握解决问题的技能，因此弄清题目中的数学信息尤为重要。学生把
一道应用题的数量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了，自然就会正确地解答，解决应用题的有效途径就是
弄清题目所反映的数量关系。无论多复杂的应用题，都是若干个简单应用题的有机组合，可
以分解成若干个基本的数量关系。例如常见的数量关系，还有加、减、乘、除法各部分之间
的关系等等，教师要让学生弄清楚，知道其中的两个量就可以求出第三个量。在平时的教学
中，引导学生学会分析、归类，找准应用题的数量关系。
五、注重画图能力的培养
用画图方式分析应用题数量关系，是将抽象的内容直观化，学生易于接受这种分析问题方
式。在实际教学中怎样把抽象的应用题内容转换为直观的图形？首先要从小培养学生画图意
识，这种画图意识要在平时教学中逐步慢慢培养，要有耐心、毅力。其次要培养学生读题能
力、摘写关键条件的能力，认真读题是画图的前提，试想应用题都没读通，读懂，怎么能正
确画图。最后要弄清题目中条件与问题之间的联系。一般来说，学生能根据题意正确地画
图，就能解答应用题。例如比多（比少）的题目：小明画7个圆形，比他画的三角形多2个，
三角形画了几个？若只从字面理解，有的学生可能不知道用减法计算，如果引导学生画图：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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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中能看出：圆形比三角形多2个，那么三角形个数就是7-2=5（个）。
用图形表示题意，是给学生直观化、具体化的应用题，学生容易理解。在教学低年级简单应
用题时，就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培养学生画图能力，为中高年级学习复杂的应用题画线段图
打下坚实的基础。
培养学生解答应用题能力的方法和策略很多，但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方式，都要从学生的实际
出发，加强学生的思维训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去。

学科一见
指导学生阅读 激发阅读兴趣
——以《城南旧事》导读课教学为例
□泗县泗城第一小学  张春华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倡
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读书不光丰富学生的语文知识，而且还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拓宽学生的视野。那么为学生选择怎样的书读，怎样指导学生
阅读呢？笔者以《城南旧事》教学为例，与大家共同探讨整本书的导读。
一、阅读指导方法及目的
指导学生阅读整本书的方法，可概括为：读封面，知作者；看序言，明主旨；读目录，猜内
容；抓人物，评特点；读情节，写体会；看书评，长兴趣。
1.“读封面”让学生说说从封面中获取到哪些信息？进一步了解作者，知道其创作的背景，
个人经历、作品在文学中的地位及影响，还有艺术表现手法等。
2.序言又叫书的前言、引言，主要说明作品的书籍创作意图，资料来源等，分为他序和自
序。《城南旧事》的序言有这样一段文字“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
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就这样，
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这明确地写出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3.“目录”就是一本书分多少个章节故事。指导学生读目录，既能快速把一本书由厚变薄，
也能把握住故事的脉络走向，这样阅读节省了时间，而且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抓住一本书中精彩的语言，感知人物特点，指导学生反复阅读，积累优美语言，学习作者
描写人物的方法，强化学生阅读整本书的兴趣。
5.读情节，悟体会。短短的一节课，不可能把整本书中的主要情节都一一列举出来，展现给
学生，所以要精挑细选，选出那些最典型的情节指导学生阅读，边读边作批注，写体会。抓
住主要情节，让学生学会精读很有必要，教会学生咬文嚼字，含英咀华，切记贪多嚼不烂、
浮光掠影，教会学生走进书中，走进人物内心和他们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遗憾，寻找到自
己心中的答案。
6.学贵在疑。指导阅读时，要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如你认为这个人物的命运是什么结果？这
本书对你有什么启发？书中作者的观点合理吗？学生在提出疑惑时，一方面激起了他们读书
的好奇心，一方面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读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人养成独立思考的习
惯，提高自己的思想认知水平。
二、《城南旧事》阅读指导策略
1.上课开始用书中的名言导入新课。
2.介绍《城南旧事》的封面，让学生说说看到了什么。有的学生说到了书名，有的说看到了
作者林海音，还有的说看到了封面上画了小英子在看拉煤的骆驼在咀嚼等。然后我出示作者
林海音的简介：林海音，现代著名女作家，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1960年以小说《城南旧
事》成名。她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发掘鼓励了无数青年作家，对台湾文学事业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被称为台湾文学的“祖母级人物”。学生听完对作者的介绍，露出了期待的目
光，阅读这本书的种子就悄悄地播撒在学生的心中。
3.向学生介绍了这本书的序言，让学生回忆《冬阳·童年·骆驼队》，告诉他们这篇课文其
实是这本书的序言，特别是后三段，充分表达作者对童年的留念、怀念之情。
4.读目录，猜情节。出示“目录”，分别是《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
儿》《爸爸的花儿落了》，然后放手让学生循着题目想内容。此时学生的思维被充分激发
了，有的学生想知道看到的大海是不是碧绿的、广阔的？有没有奇形怪状的贝壳？“兰姨
娘”和英子一家有什么关系？“爸爸的花儿落了”是不是预示着英子的爸爸不在人世了？小
结目录的时候，还要看看目录，大概知道这本书有多少章节故事，就能在短暂的阅读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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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这本书的大致内容。这部小说通过这五个故事，主要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城南一
座四合院及胡同里普通人的生活，向世人展现了孩子眼中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5.品评语言，感知人物。依次出示“英子、妞儿、秀贞、爸爸”的剧照，结合小说中的片段
边读边议，边感悟。学生在这一读一议中感知主人公英子的善良、天真、好奇心强、机灵倔
强的特点，秀贞的美丽、痴情、贤惠，“爸爸”的严厉与慈爱，他教会了英子要勇敢，要守
旧，要有担当。在此课件出示“英子，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
闯过去了。”“没有爸爸，你更要自己管自己，并且管弟弟和妹妹，你已经大了，是不是，
英子？”让学生反复读，作批注，从而受到感染，受到教育，引起心灵上的共鸣。在感知人
物的同时，我时刻不忘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如：为什么人们把惠安馆里的秀贞说成疯子？
“我”为什么害怕秀贞和妞儿走了呢？荒草丛中的“小偷”是坏人吗？爸爸打了英子，这种
做法对吗？同学们认真阅读整本书，对人物也会有一个正确的评判。
6.书评。为了进一步调动学生的阅读兴趣，我又安排了书评环节。一则是我国著名作家冰心
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一则是著名导演吴贻弓：
“我一直沉浸在作者心灵中的童年，也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心灵童年里，我像是醒着，又像是
梦里，我听见了一声声遥远又清晰的呼唤，我看见了五光十色、朦胧而又耀眼的斑斓……就
这样，我把小说《城南旧事》搬上了银屏。……但愿它能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就像小说曾
给人们带来过的那种纯真、质朴、含蓄而隽永的美的享受一样。”
7.小结。希望同学们课下跟随着作者的文字，去感受一段童年的纯真记忆，走进一本本好书
中，让好书点亮你的人生。
综上所述，只有指导好学生上好整本书的导读课，才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让学生热爱读
书，也才能真正落实新课标，让学生获得丰富的阅读体验，提高包括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
力在内的语文素养。

特别推荐
用爱启智 以行树人
□东至县官港镇中心幼儿园  方  芳
笔者作为一名幼儿教师，一直用爱去关心身边的每一个幼儿，时刻牢记着用自己的爱去浇灌
身边的绿苗，用爱开启每个幼儿的智慧心灵，让家长放心和满意。从事教师这一神圣的职
业，我会努力奋斗着当好一名具有爱心、责任心和让家长满意的幼师，那么怎样才能持之以
恒地当好一名具有爱心和责任心的教师呢？
一、用师德感染幼儿的行为
在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只有以身立教，为人师表，才能有力地说服学生，感染学生。凡是
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给学生树立好榜样；教师要以自己的良好道德言行来教
育和感化学生。
诚实正直，勤奋好学，礼貌待人，是教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具体体现。教师要教育学生
勤奋刻苦，好学进取，自己必须勤奋好学，广学博览，精益求精。在日常教学中，用文雅和
亲切的语言启迪学生的心灵，陶冶学生的情操，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教育学生。
二、用爱心启迪幼儿的心灵
幼儿教师每天接触的是3~6岁的幼儿，这些孩子年龄尚小，身体、思维、语言等方面都还处
于发展阶段。教师就像他们的妈妈，要爱每一个幼儿如同爱自己的孩子。既爱聪明活泼的、
美丽乖巧的，更要关爱调皮捣蛋的、孤独内向的；爱家庭富裕、条件优越的，更要关爱家庭
贫寒、生活困难的。小班的幼儿们离开了温暖的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有很多的不适
应，哭闹现象很严重，家长也有很多的不放心和不理解。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怨言，也能够
理解每一个母亲的心。每天早晨我早早地等在门口，见到幼儿来了，便绽放甜甜的笑脸迎上
去，慢慢的宝贝不哭了，笑脸多了，家长也更加满意放心。
三、用宽容滋润幼儿的心灵
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天真幼稚的孩子，他们也有自己的思想，内心深处渴望得到别人的尊
重和认可。尊重每一个幼儿，首先应该表现在与幼儿的语言交流上，“语言”是最常用的与
幼儿交流的工具，幼儿在教师的语言中接受知识、认识人生、受到鼓励。作为一名幼儿教
师，在平时与幼儿的交往中，教师的一举一动都被这些明亮纯洁的眼睛所注视，每一个细微
的变化都能被捕捉到。要求幼儿使用文明礼貌语言，教师必须率先垂范，“请”小朋友站起
来回答问题，“麻烦”小朋友帮教师一个小忙，“谢谢”小朋友带来玩具同大家分享。教师
的每一句尊重的话语，每一个宽容的微笑都会像春雨一样滋润幼儿幼小的心灵，让他们无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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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束地处在一种愉快的积极状态，他的潜能和个性就会自由而充分地表现出来。
作为幼儿教师，要做到真正的敬业爱岗，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捧着一颗爱心来对待每
一位幼儿，用师德去感染，用爱心去启迪，用宽容去滋润幼儿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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