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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角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知识传授者

变为现在的引导者、组织者。为了更好地完成新课程改革中提出的教学目标，教师要不断进行教学方法

与策略创新，使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能够主动思考、探索与实践。问题解决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通过创设各种问题情境，引导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合作探究等方式解决问题，最终达到提高学生学

习效率和质量的目的。本文主要分析了小学数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问题解决教学在小学数学课

堂中的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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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in our country, the role of teacher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has also changed greatly, from the original knowledge imparts to the current 
leader and organizer. In order to better complete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proposed in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eachers should constantly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ategies, so that 
students can actively think, explore and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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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ing teaching means that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eachers create various problem situations, 
guide students to solve problems through independent thinking, cooperative exploration and 
other ways, and finally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qualit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problem solving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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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对数学教学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小学阶段要不断加强对学生数学能力

的培养，使其具备良好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在当前的小学数学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

如教师在课堂上以“教”为主，忽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在课堂上过于强调知识的传授，

而忽视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教师在课堂上过分重视对教材内容的讲解和例题练习等。这些问题都会使

学生学习效率低下，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因此，为了促进学生学习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小学数

学教师要不断进行教学方法与策略的创新，以达到提高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效率之目的。 
而数学的发展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数学的规律源于生活，在人类发展历史中正是通过对生活的观

察才逐渐形成的数学思维。学习数学需要把知识最终应用到实际，所以在教学中教师需要强调生活素材

的作用，通过在课堂中构建真实情境来将数学向着学生的生活靠近，通过对生活素材的寻找来在课堂中

建立情境。在当前的小学数学教材的编排上，也包含了很多能够用于培养学生数学能力的情境，教师需

要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运用，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有着非常积极的作

用。 

2. 何谓数学“问题解决” 

在第六届数学国际教育大会中对于数学问题的概念进行了如下解释，认为数学问题是一个没有被解

决的情境，其特征在于对人类智力、思考能力的挑战，并且没有现成的直接方法、程序和算法来实现解

决。数学问题往往会与学习者的既有认知结构产生冲突，因此在进行数学问题解决时，就需要在学习者

现有认知结构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情境，根据教学进程来设置条件，使得学习者能够掌握解决方法，或

者明确问题答案。数学问题解决最早是由西方学者波利亚提出，并将问题的解决过程设置为四个步骤，

分别是对问题进行理解、拟定解决方案、进行方案执行、总结回顾。 

3. 真实情境对数学“问题解决”的重要价值 

(一) 真实情境的内涵 
真实情境，顾名思义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情境，而不是虚构的情境。真实情境是指以复杂

而可行的教育场景、情景、社区等为背景，并贴近学员实际的独特的教育环境。真实情境教学注重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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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从实践中学习及分析，强调参与者实践中发现和学习，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教师利用真实情境教

学，通过模拟和学习环境来完善学习内容，提高学习效果，探索学习和解决问题的创新方法[1]。在具体

构建的过程中，真实情境是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构建的，既可以是直接引入生活中的情境，也可以是对

生活真实场景的重构。在教学中，构建真实情境能够使得学生们更加切实的融入其中，因此在真实情境

中学生所遭遇的问题，也是其在现实生活中能够遇到的问题，因此更加容易与学生的过往经验进行联系，

使得学生的认知程度进一步加深。教师在进行真实情境构建时需要注意，要在贴合教学内容的基础上使

得学生能够产生情感的共鸣[2]。 
(二) 真实情境对“问题解决”的价值 
1. 培养数学数感 
学生对数值、数量等的理解都会数感能力的影响，如果学生的数感能力较强，则对于数学的领悟力

也较强。因此教师需要帮助学生形成数感，使学生能够通过数学的学习更好的理解生活中遇到的数。数

学教材中有很多有关于生活性教学情境构建的内容，教师需要充分运用这些内容来完成教学目标，使得

学生能够形成良好的数学数感。 
2. 发展几何直观 
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学情境最直接的作用是使抽象的数学变得具体和形象，以此增强学生对抽象知识

的理解能力。几何直观能力是学生通过图形来解决数学问题的重要能力，这项能力能够帮助学生对复杂

的数学问题进行具象化的几何处理，为学生理清思路，快速的进行数学结果的预测。 

4. 基于真实情境的数学“问题解决”教学设计 

(一) 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小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由于他们的好奇心比较强，所以，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这一

特点，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进而使学

生掌握所学知识。 
例如：在数学教学中，创设问题情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他们

积极参与数学学习。通过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进入到数学学习的状态中，从而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

兴趣。下面以“分数加法减法”为例的问题情境创设方法：首先，创建一个故事场景，让学生扮演数学

老师的角色，并让他们根据故事情节来创设问题情境，以分数加法减法为主题，学习分数的基本知识，

如分数的加法和减法、分数与除法的关系等，并结合提问、讨论、实践等方式，让学生参与到数学学习

中，从而激发他们对数学学习的兴趣。与此同时，在教学中，可以通过评价和奖励来鼓励学生的学习表

现，从而激励他们更好地学习数学，通过回顾数学的教学内容，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和创新能力。同时，可以通过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让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数学学习中。通过这

样的提问，学生对这节课的内容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 
(二) 提供操作材料，增强学生动手能力 
小学数学的教学过程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为了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

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操作材料，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知识。 
例如：在学习“分数的初步熟悉”这一章节时，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正方形”和“长方形”

的纸，让学生尝试通过动手分割来了解分数的意义，并结合做一些相关的习题[3]。并且，由于学生在制

作过程中需要借助到纸、剪刀、尺子等工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为了更好地提升学生

学习数学的兴趣，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让学生观看一些与数学相关的视频或图片等，

并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这样能够使其更好地感受到数学知识的魅力。通过以上方法可以有效提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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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积极性。 
(三) 结合实际生活，提高问题解决效率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来进行教学，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数学素养[4]。比如，在“百分数”这一章节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将学生的生活实际与

课堂教学相结合，让学生自主寻找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分析。通过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对

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从而提高他们的解决效率。首先，创建一个故事场景，让学生扮演

数学老师的角色，并让他们根据故事情节来创设问题情境，以分数的基本概念为主题，学习分数的定义、

加法和减法、分数与除法的关系等。然后，通过提问、讨论、实践等方式，让学生参与到数学学习中，

从而提高他们的解决效率。最后，在教学中，可以通过评价和奖励来鼓励学生的学习表现，从而激励他

们更好地解决问题。通过回顾数学的教学内容，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和创新能力，同

时，可以通过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让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数学学习中[5]。 
例如：在“百分数”这一章节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生以“买东西”为例，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

“买水果时你要注意什么？”在这个问题中，教师可以结合实际生活提出相关的问题，如：“买香蕉时，

你要注意香蕉的重量是多少？它有什么规律呢？”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以上问题进行思

考和分析，并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生活中相关问题的能力。通过将生活与数学相结合，

不仅可以使学生学习到更多的数学知识，还可以培养其对数学学科的兴趣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从而促进

其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升。 

5. 加强交流合作，提升自身数学素养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引领学生之间进行交流与合作，可以促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收获

更多的想法与思路，并有效增强学生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意识，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数学素养。

学生之间通过交流与合作可以相互之间解答疑惑、互相启发，当学生各自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解题思路与

方法之时与其他同学进行沟通与交流便可以从中取长补短，优化自身的解题模式，而且还可以让学生交

流自己在课内外所发现的各种问题，让其可以懂得用数学的眼光去看生活，并从复杂的情境之中读取数

学信息，进而主动从数学的角度去看问题，以及通过利用自身所学去解决问题，探索更多的解题思路与

方法，在活跃的课堂氛围之中提升自身的思维能力[6]。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则要注意观察学生的交流过

程，让学生可以在这一过程之中得到解决问题方法的沉淀以及获得解决问题过程的新体验，进而提升其

数学思维以及数学素养。 

6. 科学评价机制，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通过科学的评价机制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充满

激情，使其在课堂上积极思考，主动参与到数学知识的学习当中。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很多教师缺乏

科学的评价机制，不能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使学生不能从自身出发找到自身的不足之处，从而使其缺乏

学习动力。因此，为了促进学生数学综合素质的提升，小学数学教师要对学生进行科学的评价机制。 
首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让学生从自身出发找出自身不足之处，然

后再根据这些不足之处来制定合理的评价机制。其次，要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使其认识到自身存在的

问题。最后，教师要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及时评价，并给予正确引导。通过以上方式可以使学生在课堂

学习中不断反思、不断总结自己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正。 

7. 结束语 

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小学数学教学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而问题解决教学法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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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以有效促进学生学习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小学数学教师在运用问题解决教学法时，要注意在课堂上

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要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为学生提供更多思考、探究和表达的

机会，重视学生主体地位，让学生在课堂上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引导学生合作探究，加强生生之间的

交流，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总之，问题解决教学法在小学数学课堂中应用是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

任务，需要教师不断进行创新和实践，为实现教育目标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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