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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
习题的讲解占有很大的比例，
如何让学生掌握快速且正确的
解题方法至关重要。常言道

“细节决定成败”，数学更是如
此，粗心是学生们的通病，几乎
每个学生都有因为粗心而做错
题的经历。为了让学生克服这
个毛病，教师在讲题的过程中
要教会他们抓住题目的细节，
提高做题的准确率。

一、分析题干，阅读隐含信
息

读题是解题之始,但如果
仅仅将读题理解为把题目通读
一遍,那就大错特错了,可惜学
生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解题
的条件完全隐藏在题目之中,
需要火眼金睛将其抓出来,但
如果只是蜻蜓点水般把题目过
一遍，是不会得出太多有用的
信息的。读题的关键在于抓住
题干并仔细分析，这样可以有
效地将其中的隐含条件找出
来。例如，在讲解小学数学苏
教版三年级下册“长方形和正
方形的面积”时，有这样一道
题：有8个完全相等的正方形，
它们组成的长方形的面积为
200 平方厘米，求正方形的周
长。首先，要让学生仔细阅读
题目，并将已知条件做出标
记。教师发现学生都将“8”

“200平方厘米”用波浪线画了
起来。接下来教师让他们着手

解题，可是除了几个成绩好的，其他学生都一
筹莫展。教师给学生讲解这道题时，将他们
标出的条件写在黑板上，然后问：“除了这两
个条件，你们还能够从题中得出什么条件？”
教室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教师告诉学生，可
以从中得出隐含条件正方形的面积 S,S=
200÷8=25平方厘米，这时学生恍然大悟。教
师接着讲道：“知道了正方形的面积,就等于
知道了正方形的边长a。”“a=5cm。”学生说出
了a的值，有了a的值学生很快就得出来答案
是 20cm。教师通过这道题的讲解使学生懂
得了读题的含义。在给学生讲题的时候，要
让他们跟着教师的步伐阅读题目，这样在解
题的过程，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仔细分析题
干,努力找出其中的细节，解题的速度和正确
率会得到提高和改善。

二、多维探讨，找寻互逆关系
数学的众多知识中，有很多之间都有互逆

关系，比如加法和减法、乘法和除法。帮助学
生找到这些知识之间的互逆关系，可以很好
地巩固这些知识，也可使他们在解题的时候

多些筹码。例如，在讲授苏教版小学数学五
年级下册“方程”一章的时候，在课前可以给
学生出这样一道题：一个车间计划在6月份生
产产品5100件，已经生产了11天，还剩3120
件才能完成任务,问这11天中平均每天生产
了多少件。学生按照以前学过的知识很快就
解 出 了 这 道 题 ：5100- 3120=1980 ( 件)，
1980÷11=180(件)。然后教师开始讲解方程
的内容，再让学生用方程解这道题。可以设
11 天中平均每天生产 x 件，列出如下方程：
11x + 3120=5100，11x=5100- 3120，11x=
1980，x=18（件)。解完题后让学生观察并讨
论这两种方法的关系，他们很快就就发现了
这两者之间是互逆的关系，一个从条件入手，
一个从结果入手，这样他们很快就将方程的
知识刻在了脑海中。这种多维探讨、寻找互
逆关系的方法，可以很快地让学生记住两个
知识点的内容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回顾反思，总结解题方法
“吾日三省吾身”，做人如此，做题也应如

此。得出答案仅仅是解题的一部分，要想真
正弄懂一道题，必须进行反思总结。但是绝
大多数学生都不具备反思的意识，教师有责
任帮助他们培养这种意识。例如，在教授小
学数学苏教版六年级下册“解决问题的策略”
时，有这样一道题：两辆汽车同时从甲乙两地
出发，相向而行，一辆汽车的速度是43千米每
小时，另一辆车的速度为51千米每小时，5小
时后它们相遇了，问甲乙两地之间的距离是
多少。很多学生都通过将两车行车的距离相
加来求得：43×5=215(km)，51×5=255(km)，
215+255=470(km)。后来教师又让他们回顾
自己的解题思路，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做
法。很快，学生又有了两种解法，一种是列方
程：设两地之间距离为 xkm，则 x=43×5+
51×5，最后得出x=470(km)；另一种是先求出
两车一个小时走的路程的总和，再求出两地
之间的距离，43+51=94(km/h)，94×5=470
(km)。这一道题的三种解法立刻激起了学生
对数学的兴趣，他们的积极性异常高涨，课堂
气氛十分活跃。在讲题过程中，帮助学生反
思总结，会让他们看到数学的奥妙所在，提高
他们的解题效率，而且，也
会让他们注意到“反思”这
一利器，帮助他们在日常生
活中反思自己的行为。

数学是一门实用型学
科，解决数学问题不仅在数
学课堂上会用得到，而且在
现实生活中也可以大展拳
脚。让学生注重细节,帮助
他们掌握解题的技巧，不仅
可以提升课堂的效益，还可
以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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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被视为“可视化思维”，它属
于大脑组织信息的一种有效方式，运用图
文并重的技巧，把各级主题的关系用相关
的层级图表现出来。作为一种高效的思
维工具，思维导图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
此在教学中，我也尝试将其引入课堂，特
别是在每单元的复习与学期的总复习。

一、激发学生复习激情
一到复习课，很多学生内心都是拒绝

的。大多数复习课上，教师讲得多，学生
很多时候被动地跟着老师的讲解，然后不
停地刷题，形式单一枯燥，复习课变成了
一节实实在在的练习课。在复习苏教版
四年级上册《垂线和平行线》这一课时，课
前，我引导学生对本单元所学知识进行回
顾与整理，并鼓励学生尝试运用思维导图
对本单元的知识点进行归纳。以绘图的
形式整理知识点，不仅能加深学生对复习
内容的理解，还能提高学习过程的趣味
性，点燃学生复习激情。课中，我展示部
分学生的思维导图，并让学生将整理的知
识向全班进行汇报。通过一幅幅色彩鲜
艳、冲击感较强的数学思维导图，学生不
自觉地便进入角色，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
乐观态度。在一位学生汇报之后，其他学
生可以进行质疑与补充。学生在讨论与
思索中不断完善思维导图。每归纳出一
个知识点时，随即进行一两道习题的练
习，通过“学生自主归纳——师生共同总
结——及时练习讲评”，进行有效、快乐的
复习。最后课后延伸，小组合作再创思维
导图。教师利用班级文化墙、校园橱窗等
展示学生的最后成品。

二、构建学生知识框架
小学生尚未构建完整的知识结构，对

于他们来说，每节课的内容多是零散的，
理解难免有些片面，对知识的掌握有些杂

乱，容易导致记忆的混乱和理解的不深
刻。小结和复习时使用思维导图是避免
这种情形的有效办法。通过思维导图辅
助学生理清学习思路，把知识点进行回
忆、补充，可以形成一条完整的知识链。
如在学习苏教版四年级上册《垂线和平行
线》一课后，学生对各知识点关系进行分
支构建，利用思维导图自主整理思路。思
维导图将枯燥复杂的信息变成简单的、彩
色的、容易记忆的、有高度组织性的图画，
知识脉络的清晰有利于学生在总体上建
构和把握知识，让学生准确地掌握各个知
识点。

三、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新课程深化改革背景下，培养和提高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教师
们共同肩负的重要使命，也是课堂教学的
首要任务。我们的复习课就其现状来
看，重目标轻能力，重记忆轻思维，重灌
输轻启发，忽视学生的合作，创新意识薄
弱，常常把复习课上成了一节习题处理
课，不停刷题，应付考试。分数提高了，
学生却没有获得数学思想方法，这就偏
离了新课标。将思维导图引入复习课，
可以改变传统的复习模式。制作思维导
图的过程其实就是学生进行创造的过
程。在绘制思维导图前，学生独立对整
章知识进行总结，根据自己的理解，理清
数学概念、规律及其区别、联系，区分重
点难点。在绘制思维导图时，学生要进
行大量的思考，他们会在头脑中萌发各
种新的想法，自主梳理、归纳、总结并建
构知识，再根据自己的爱好，设计符合条
件的思维导图。在绘制思维导图后，学
生在与他人的作品比较时还会有新的想
法出现，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

思维导图让复习变得有趣而高效
□ 市卸甲镇龙奔小学 钱玲

天刚蒙蒙亮，西边的月亮还未
落下，天空中的群星仍散发着微弱
的光芒。老城区的二层楼房错落
地排列着，形成一条条蜿蜒曲折的
小巷。小巷笼罩在轻轻的、若有若
无的、朦胧而寒冷的雾中，安静地等待光明的到
来。

“咣——咣——”远处渐渐传来钢圈滚动的声音。
一个老人，挺直了腰杆，慢慢地从一条小巷口推着钢圈
穿过未醒的小巷。这便是我的邻居爷爷吴老爹。

吴老爹年纪七十多，身子却硬朗得很。他常五
点多钟起来散步锻炼，有时拖着大钢圈一直走到老
船厂才折回来，回来时，顺便看看早起的菜贩，问问
菜价。

吴老爹是我家房东的亲戚，住在此间。曾听得
他说，因不愿打搅儿女的生活，便住在老城北，过着
平静、恬淡的日子。

若是天要下雨，而我父母不在家时，吴老爹总是帮
我们把晒着的衣服收拾进屋子，整齐地挂好。他早晨

出去买菜，回来则分享行情，“小陈
啊，今天草巷口的小青菜很便宜。”
他经常搬张藤椅躺在院里，听听老
旧的收音机，了解了解新闻。有时
则帮房东整理盆景、花草。

吴老爹的生活较为清贫，他却从没有叹过气。
儿女不常来，隔好几个星期才来送东西。早晨，他总
是煮很多粥，连带晚饭，就着些酱菜喝粥。午时，常
炒些青菜作菜，他总是盛满满一碗，堆成小山。周末
才买些肉和虾。

即使日子不很滋润，吴老爹有好东西吃时亦不
忘送些给我们，过节儿女送饺子等东西来，他也装一
盘送我们。虽然我们推辞，他却坚持与我们分享。
自然地，我们炸肉圆、烧骨头汤时，也盛一碗给他。
如此，邻里很是和睦。

上初中，搬了家，有时却想起吴老爹来，想起他
那“咣——咣——”的钢圈声。

细想起来，老城区的许多人都和吴老爹一样。
指导老师 王海春

吴老爹
□ 市汪曾祺学校九（10）班李星宇

黑白两键，极其朴素，却演奏出世
间最美好的乐章。

初碰琴键，欣喜与期待在平静如
水的心间泛起一圈圈涟漪，宛若温柔
的风吹起孩提时的梦想，它悄悄地生
根、发芽。坐在柔软的琴凳上，闭眼遐
想：十几年后的自己，是否可以十指如
飞，是否学有所成？音符跳跃，旋律优
美，节奏铿锵，它们都在耳边低语，于
脑海中歌唱。梦想是多么美好啊！

怎料现实残酷无情，一点点摧毁
着稚嫩的幻想。《巴赫》的到来是措手
不及的，音阶基础练习的枯燥，一模一
样的音，练习上百遍、上千遍，甚至有
些觉得刺耳难听。固定的时间，固定
的练习，我呆呆地望着乐谱，觉得我和
它之间太遥远了。苦练的酸痛伴着失
望，熬过了音阶，却因为“入度”张不开
手而撕裂般的疼痛，一首简单的乐曲
因为左右手不协调而“支离破碎”，不
成曲调。因为不能投入情感而使演奏
缺少生机，僵硬而不自然。我渐渐地
有了放弃的念头，时常心灰意冷地对
着钢琴发愣。通往梦想的路，杂草肆
意生长，为远方的风景蒙上阴影。

又一次不情愿地上钢琴课，我无
精打采。老师突然停下来，直视我的
眼睛：“你觉得弹琴很累吗？”“当然！”

我委屈地嚷嚷，“好累啊！”老师静静地
听着，轻轻地问：“那你知道郎朗童年
时期每天练习多长时间吗？”没等我回
答，她兀自说道，“六小时！”我震惊地
耸了耸肩。她继续着：“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光鲜的背后付出的努力
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你吃的这点苦，
算什么呢？”我沉默了。

片刻之后，我深吸一口气，将两手
放在琴键上，默念：“一、二、三——开
始！”乐谱上难以辨认的音符此时好像
可爱的小精灵，每一次按动，带着梦
想，有力地敲在琴键上，清脆悦耳。 眼
前似乎浮现了那些在春日里盛开的花
草，蓬勃向上，生动美好，与旋律相应
和，交织着，凝聚着。尽管有些断断续
续，但我至少尽力而为了。一洗往昔
的颓废，惊喜地发现，原来练习也是一
种别样的享受。

我总是向往远方，却忘记了珍惜
当下。未来的自己会不会觉得，这些
亦是可爱美好的回忆呢？过程艰辛却
值得享受，因为它是通往梦想的唯一
途径。

自此，我开始盼望着每一次的练
习，当结束最后一个音符时，满足感与
幸福感总是将劳累冲淡。那个遥不可
及的梦想，我似乎距离它越来越近。
欢笑与泪水，坚持与放弃，都是成长最
好的证明。

琴键黑白，但梦想是五彩缤纷的，
就像阳光下的泡沫，熠熠生辉。

指导老师 乔淼

黑与白
□ 市汪曾祺学校九（16）班 管意涵

“无论哪个孩子，当他出世的时候，都具有优
良的品质。所以，我们要早早地发现这些‘优良的
品质’，并让它们发扬光大，把孩子们培养成富有个
性的人。”这席话出自巴学园的校长小林宗作先生，
这也是他一直秉持的教育信念。《窗边的小豆豆》一
书中的主人公小豆豆，一个因淘气，一年级就被退学
的孩子，在巴学园校长小林先生爱的呵护下，逐渐爱
上学习、爱上生活，在巴学园度过了人生最欢快美好
的童年时光。

“头发已经有些稀疏，前面的牙齿有的也脱落
了，但脸上的气色非常好。”这是小林校长留给小豆
豆的第一印象。见到校长先生，小豆豆大声地问：

“您是校长先生呢，还是车站的人？”这句略显冒失的
话语，非但没有惹来校长的生气，反而得到了笑嘻嘻
的回答：“是校长先生啊。”

瞧，多么尊重儿童的校长啊，俯下身姿，体察孩
童的心理。接下来，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小林校长
亲切友好地同小豆豆交谈了整整四个小时。

小豆豆爱上了这个叫巴学园的学校，也很喜爱

这位和蔼可亲的校长。
巴学园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学校，学校的大门是

用矮矮的树做成的，树上长着绿色的叶子，学校里停
着六辆真正的电车，但已经不再跑了，被用来当作教
室。小豆豆不由得欢呼起来，称它们是“电车教室”。

巴学园的课堂丰富多彩而富于变化，老师把一
天要学习的知识全部写在黑板上，由孩子们挑选自
己喜欢的那门课开始学习，每个教室可以看到不同
的风景，有的在写作文，有的在做算术，有的拿着酒
精灯，专注地做着物理实验。如果孩子们上午就能
把一天的学习计划完成，下午便可以散步，亲近自
然，观察自然。

小豆豆在巴学园有一位真挚而难忘的好朋
友，一位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孩子，他叫泰明。在
一次集体露营中，小豆豆握住泰明弯曲的手指，
用尽全身的力量，带着泰明第一次在树上看风
景。周围不时传来阵阵的蝉鸣，两个人感到无比
的惬意。这对泰明来说是他的第一次，也是最后
一次爬树。后来泰明离开了人世，小豆豆失去了
一位曾陪伴他度过太多快乐时光的挚友。

《窗边的小豆豆》是日本作家黑柳彻子依据自己
真实的求学经历写成的，书中的小林宗作校长影响
了她的一生。一位真正热爱教育、无比信任孩子的
校长，他点燃了小豆豆生命的光亮，也成为了许许多
多孩子心中的明灯。 指导老师张平

巴学园永远的校长
——读《窗边的小豆豆》
□ 市卸甲镇卸甲小学六（1）班 柏广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