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 学 数 学 教 学 论 文 ： 培 养 学 生 解 答 应 用 题 的 能 力 

    应用题在小学数学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所涉及的面也很广;解答应

用题既要综合运用小学数学中的概念、性质、法则、公式等基础知识,还

要具有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的能力;所以,应用题教学不仅可以巩固基

础知识,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 

    怎样培养学生解答应用题的能力呢 下面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牢固地掌握基本的数量关系 

    是解答应用题的基础 

    应用题的特点是用语言或文字叙述日常生活和生产中一件完整的

事情,由已知条件和问题两部分组成,其中涉及到一些数量关系;解答应用

题的过程就是分析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推理,由已知求得未知的过程;学

生解答应用题时,只有对题目中的数量之间的关系一清二楚,才有可能把题

目正确地解答出来;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学生对题目中的某一种数量关系

不够清楚,那么也不可能把题目正确地解答出来;因此,牢固地掌握基本的

数量关系是解答应用题的基础; 

    什么是基本的数量关系呢 根据加法、减法、乘法、除法的意义决

定了加、减、乘、除法的应用范围,应用范围里涉及到的内容就是基本的

数量关系;例如：加法的应用范围是：求两个数的和用加法计算；求比一

个数多几的数用加法计算;这两个问题就是加法中的基本数量关系; 

    怎样使学生掌握好基本的数量关系呢  

    首先要加强概念、性质、法则、公式等基础知识的教学;举例来说,

如果学生对乘法的意义不够理解,那么在掌握“单价×数量=总价”这个数

量关系式时就有困难 ; 



    其次,基本的数量关系往往是通过一步应用题的教学来完成的;人

们常说,一步应用题是基础,道理也就在于此;研究怎样使学生掌握好基本

的数量关系,就要注重对一步应用题教学的研究;学生学习一步应用题是在

低、中年级,这时学生年龄小,他们容易接受直观的东西,而不容易接受抽象

的东西;所以在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运用直观教学,通过学生动手、动口、动

脑,在获得大量感性知识的基础上 ,再通过抽象、概括上升到理性认识;下面

以建立有关倍的数量关系为例来说明 ; 

    两个数量相比,既可以比较数量的多少,也可以比较数量间的倍数

关系;这就是说,“倍”也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在教有关“倍”的数量关系时,

核心问题是对“倍”的认识 ;为了使学生理解“倍”的意义 ,教学中可以这

样进行： 

    第一步从同样多入手;教师在第一行摆了 2 个△,第二行摆了 2 个○,

启发学生说出○与△的个数同样多; 

    第二步引出差,使差与比的标准同样多;接着教师在第二行再摆上

1 个○,这时○比△多 1 个;然后在第二行再摆上 1 个○,使学生说出○比△多 2

个；再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得出：○比△多的部分与△的个数同样多; 

    第三步从份数入手建立“倍”的概念;接上面,如果把 2 个△看作 1

份,○有这样的几份呢 ○有这样的 2 份,我们就说○的个数是△个数的 2 倍; 

    把“倍”的概念理解透了,那么教有关“倍”的数量关系时就比较

容易了;例如教“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这种数量关系时,可以使用下面

这样的应用题： 

    有 3 只黑兔,白兔的只数是黑兔的 4 倍,白兔有几只  



    在这道简单应用题中,“白兔的只数是黑兔的 4 倍”这个条件是关

键;通过教具演示和学生动手操作,学生清楚地知道这句话的含意是：把 3

只黑兔看作 1 份,白兔有这样的 4 份;求 3 只的 4 倍是多少,就是求 4 个 3

只是多少;用乘法计算列式是：3×4=12 只;从而使学生掌握“求一个数的

几倍是多少”,用乘法计算; 

    如果在建立每一种数量关系时,都能使学生透彻地理解,牢固地掌

握,那么就为多步应用题的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此外,人们在工作和学习中,把一些常见的数量关系概括成关系式,

如：单价×数量=总价、速度×时间=路程、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总

量、亩产量×亩数=总产量,应使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熟记,这对学生掌握数

量关系及寻找应用题的解题线索都是有好处的; 

    再有,对一些名词术语的含意也要使学生很好地掌握;如：和、差、

积、商的意义,提高、提高到、提高了、增加、减少、扩大、缩小等的意

义;否则会在分析数量关系时造成错误;  

二、掌握应用题的分析方法 

    是解答应用题的关键 

    学生掌握了基本的数量关系后,能否顺利地解答应用题,关键在于

是否掌握了分析应用题的方法;可以这样说,应用题教学成败的标志也在于

此; 

    一常用的分析方法 

    分析应用题常用的方法是综合法和分析法; 

    1.综合法 



    综合法的解题思路是由已知条件出发转向问题的分析方法;其分

析方法是：选择两个已知数量,提出可以解决的问题；再选择两个已知数

量所求出的数量这时就成为已知数量,又提出可以解决的问题；这样逐步

推导,直到求出题目的问题为止; 

    2.分析法 

    分析法的解题思路是从应用题的问题入手,根据数量关系,找出解

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条件;这些条件中有的可能是已知的,有的是未知的,再

把未知的条件做为中间问题,找出解这个中间问题所需要的条件,这样逐步

推理,直到所需要的条件都能从题目中找到为止; 

    以上这两种分析方法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由条件入手分

析时,要考虑题目的问题,否则推理会失去方向；由问题入手分析时,要考虑

已知条件,否则提出的问题不能用题目中的已知条件来求得;在分析应用题

时,往往是这两种方法结合使用,从已知找到可知,从问题找到需知,这样逐

步使问题与已知条件建立起联系,从而达到顺利解题的目的;以下面这道应

用题的分析为例,就可以看出两种分析方法结合运用的过程; 

    例：某工厂计划全年生产机床 480 台,实际提前 3 个月就完成了

全年计划的 1.2 倍;照这样计算,这个厂全年实际生产机床多少台  

    分析过程用图 64 表示如下; 

    顺便再提一下,如果在分析这个题时,从条件入手分析而不兼顾问

题的话,很容易根据“计划全年生产机床 480 台”这个已知条件,先提出“计

划每月生产机床多少台”这个问题,而提出的这个问题与解题是无关的,使

分析偏离了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再一次说明,在分析应用题时,一定要瞻

前顾后,统观全题; 



    二特殊的分析比较 

    有些应用题由于结构比较特殊,单纯用综合法和分析法分析还是

有困难的,这就需要再掌握一些特殊的分析应用题的方法,这样有助于提高

分析解答应用题的能力;常用的特殊的分析方法有以下几种;  

  1.转化法 

    由于已知条件和问题的不同,转化的方法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五种; 

    1 把一事物转化成它事物 

    例妈妈买了 3 千克桔子和 4 千克苹果,共花了 23.4 元;每千克苹果

的价钱是桔子的 1.5 倍;每千克苹果和桔子各多少元  

    这个题由于桔子和苹果的重量不相等,故而需要转化;“每千克苹果

的价钱是桔子的 1.5 倍”是转化的条件;可以这样分析：买 1 千克苹果的

钱可以买 1.5 千克桔子,那么买 4 千克苹果的钱可以买 4×1.5 千克桔子;

从而可知,买苹果 

    和桔子花去的 23.4 元钱相当于买 3+4×1.5 千克桔子的钱;通过这

样的转化,题目就迎刃而解了; 

    解：23.4÷3+4×1.5＝2.6 元 

    2.6×1.5＝3.9 元 

    答：每千克苹果 3.9 元,每千克桔子 2.6 元; 

    2 单位“1”的转化 

    根据题意,先画出线段图见图 65; 

    是不相同的,只有统一了单位“1”才能解题,这就需要进行单位“1”

的转化; 

    答：这箱灯泡共有 294 个; 



    此题也可以余下的个数为“1”,用转化法求出总数是余下个数的

几倍;这样转化解题的步骤要多,不如上面这样转化解题简便; 

    3 运用“同样多”的概念进行转化 

    例二月份甲的奖金是乙的 4 倍;三月份甲比上月多得奖金 8 元,乙

比上月少得奖金 2 元,三月份甲的奖金是乙的 6 倍;问三月份乙得奖金多少

元  

    由题意可知,二月份和三月份甲的奖金都是以乙的奖金数为“1”,

但二月份和三月份乙的奖金数是不一样的,所以题目中的“4 倍”与“6 倍”

的单位“1”是不相同的,这就需要用转化法统一单位“1”;但是转化的方

法与上题不同,为了便于说明,先画出图见图 66; 

    已知二月份甲的奖金是乙的 4 倍,把甲二月份奖金 4 份中的每一份

去掉 2 元,那么每一份余下的部分就与乙三月份的奖金同样多;这就是说,

甲二月份的奖金比乙三月份奖金的 4 倍多 8 元;从而可知,乙三月份奖金的

6 倍比乙三月份奖金的 4 倍多 16 元;运用“同样多”的概念,就把“4 倍”

与“6 倍”的单位“1”统一成以乙三月份的奖金为单位“1”了; 

    解：2×4+8÷6-4＝8 元 

    答：乙三月份的奖金是 8 元; 

    4 利用常识进行转化 

    例一个水塘里有一些龟和鹤,足数共 120 只,鹤的只数是龟的 3 倍;

问龟、鹤各有多少只  

    从题目的已知条件看,鹤与龟足数之和是 120 只,可倍数关系却给

的不是足数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把只数之间的倍数关系转化成足数之间

的倍数关系;这种转化是应用常识进行转化的;因为龟有 4 只足,鹤有 2 只足,



即 2 只鹤的足数与 1 只龟的足数相同;所以当鹤的只数是龟的 3 倍时,鹤的

足数只是龟的 1.5 倍;至此题目就成为一道和倍问题,可以求出龟与鹤的足

数,进而就可以求出龟与鹤的只数; 

    解：120÷1+3÷2=48 只 

    48÷4＝12 只 

    12×3＝36 只 

    答：龟有 12 只,鹤有 36 只; 

    5 图形的转化 

    因为本文是谈应用题教学,所以关于图形的转化就不再举例说明

了; 

    综上所述,凡是能用转化法解的题目其本身都必定存在着可转化

的条件;用转化法解这种题时,关键是要正确地找出转化的条件;  

2.假设法 

    在我国古代数学名著孙子算经中载有鸡兔同笼问题,其解题方法

应用的就是假设法;假设法应用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请看下面几个题; 

    例 1 一件工程,甲独做 10 天完成,乙独做 15 天完成,丙独做 20 天

完成;现在三人合做,甲因病中途休息,这样到第 6 天才完成任务,求甲休息

了几天; 

    这是一道工程问题,一般的解法是： 

    应用假设法解此题可以这样想：假设甲没有休息,那么甲、乙、丙

三人合做 6 天必然超额完成任务 ;甲完成超额部分的天数 ,就是他休息的天

数; 

    答：甲休息了 3 天; 



    例 2 有一批零件,师傅单独加工比徒弟少用 3 小时;师傅每小时加

工 10 个,徒弟每小时加工 8 个,这批零件有多少个  

    解法一假设师傅加工的时间与徒弟相同,那么师傅可多加工 30 个

零件;由已知条件可知,师傅每小时比徒弟多加工 2个零件,根据这两个条件

就可求出徒弟加工这批零件所用的时间,进而就可以求出这批零件的个数; 

    解：8×10×3÷10-8 

    =8×15 

    =120 个 

    答：这批零件有 120 个; 

    解法二假设徒弟加工的时间与师傅相同,那么徒弟就有 24 个零件

没有加工;由已知条件可知,徒弟比师傅每小时少加工2个零件,根据这两个

条件就可求出师傅加工这批零件所用的时间,进而也就可以求出这批零件

的个数; 

    解：10×8×3÷10-8 

    ＝10×12 

    ＝120 个 

    答：同上; 

    例 3 甲乙两个仓库内原来共存货物 480 吨,现在甲仓又运进它所

存货物的 40％,乙仓又运进它所存货物的 25％,这时两仓共存货物 645 吨;

原来两仓各存货物多少吨  

    这个题中的百分率 40％和 25％的单位“1”不相同,但是不具备

转化的条件,所以采用假设法来分析; 



    假设两仓都运进所存货物的 40％,那么可知共运进货物 480×

40％＝192吨;而实际两仓共运进货物645-480＝165吨;从而可知多算了

192－165=27 吨,为什么多算了 27 吨呢 就是因为乙仓实际运进了所存

货物的 25％,而也当做运进所存货物的 40％计算了;从而可知,乙仓原来所

存货物的40％与25％的差相当于 27吨,于是可知乙仓原来存货物的吨数; 

    解：480×40％=192 吨 

    645-480＝165 吨 

    192-165＝27 吨 

    27÷40％-25％=180 吨 

    480-180＝300 吨 

    答：原来甲仓存货物 300 吨,乙仓存货物 180 吨; 

    此题也可以假设两仓都运进所存货物的25％,其思路可以仿照上

面所述,这里就不多谈了; 

    用假设法解题的思考方法是：先根据解题的需要对已知条件做出

假设,通过假设引出矛盾,然后分析产生矛盾的原因,把原因分析清楚了,题

目就可以解答出来了;  

3.对应法 

    用对应法解答的应用题,主要是求平均数问题和分数、百分数应用

题; 

    例 1 同学们分成三个组糊纸盒,第一组 15 人,1.5 小时共糊了 405

个；第二组 12 人,2 小时共糊了 384 个；第三组 10 人,2.5 小时共糊了 500

个;问：①平均每组糊纸盒多少个 ②三个组平均每人糊纸盒多少个 ③三

个组平均每小时糊纸盒多少个  



    ①求平均每组糊纸盒多少个,这是求简单平均数问题;需要用三个

组共糊纸盒数除以 3.也就是三个组共糊纸盒数与组数要相对应;即： 

    ②求三个组平均每人糊纸盒多少个,就需要用三个组糊纸盒总数

除以三个组的总人数;也就是纸盒的总数与糊纸盒的总人数相对应;即： 

    ③求三个组平均每小时糊纸盒多少个,就需要用三个组糊纸盒的

总数除以三个组用的总时间;也就是纸盒总数与糊纸盒用的总时间相对应;

即： 

    第②③两问都属于求加权平均数问题;求加权平均数的关系式一

般写作：总数量÷总份数=平均数;其中总数量与总份数要相对应;学生在学

习这种应用题时,容易出现的错误恰恰是总数量与总份数不相对应;教这类

应用题时,如果在讲清算理的基础上,概括出解题的关系式,并突出讲清总

数量与总份数的对应关系,那么学生解题时就不会出现上述不对应的错误

了; 

    例 2 加工一批零件,甲独做需 18 小时,乙独做需 15 小时;两人合做,

完成任务时甲比乙少做了 90 个;这批零件共有多少个  

    这是一道工程问题与分数问题相复合的应用题;学生解答这个题

最容易 

    分数应用题中的“量”与“率”的对应关系没掌握好;怎样找它们

的对应关系呢 可以通过下面的两条途径 ; 

    求出这批零件的总数; 

    答：这批零件共有 990 个; 

    上面解法中的最后一步很充分地体现出了“量”与“率”的对应

关系,简单地概括成一句话就是：1 小时的量差与 1 小时的率差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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