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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缎是构成人的心理和智能的最主要部 

分。分析能力乃是思维能力的核心之一。学生 

在列式解应用题时，分析能力最容易表现出来， 

但要研究这种列式解题的分析能力，必需联系 

思维过程米进行心理分析。要了解解决问题的 

思维过程必需采用出声思缎(边想边说)和事后 

口头报告(圆忆思维过程)的方法 

列方程解应用题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 

是先识别应用题的类型，嚣 先找题型；第二 

种方法是先确定未知数，根据该 题 条件把未 

知粼  )与已知数的关系联系起来列方程；第 

三糸箨方法是先分析等量关系，通过未知数表示 

哪砦数将使横式两边相等来列方程。我们编 

写的 《中学数学自学辅导教材》着重于第三种 

方法 

现在我们对自学辅导教学和常规教学在列 

式解应用题方面作一些比较，从中找出较优的 

方法。同时也试图解决人们怀疑采用自学镝导 

教学法能否学好解应用题的问题。 

= 实验辩爨 材料和方法 

(一)对象 

对四个学校的 自学辅导教学班和常规教学 

班在学完一元一次方程应用题后进行了一次应 

用题知识的普查。共目的主要不是比较它们的 

教学效果 而是从中找出两种班对等的优 中 

差各3名学生来进行个刖7il? ：：I s验 (这些优中差学 

一 辱 ·f 

生还要参照平常成绩并与老师商讨决定)。在四 

个学校中实验班和对比班各选取 优 中差生共 

36名。 

(二)个别实验材料 

选取三道一元一次方程应用题为个别测验 

材料。第一题的题型不明显；第二题的等量关 

系不明显；第三题要求设直接和间接未知数，是 

有多种解法的题。 

第一题的原题：有一块土地，重型拖拉机 

耕 6小时所耕的数量与轻型拖拉机 1O小 时所 

耕的数量相等，现在轻型拖拉机耕了 4小时后 

重型拖拉机才开始耕，问再过几小时重型与轻 

型拖拉机所耕的数量相等。 

这题很容易被错认为是单一的工程问题。 

铺垫题一：有一块土地，重型拖拉机一小时 
1 1 

能耕÷，轻型拖拉机一小时能耕 ，现在轻型拖 
U U 

拉机耕 4小时后，重型拖拉机才开始耕，问再过 

几小时重型、轻型拖拉机耕地的数量相等? 

铺垫题二：有一块土地，重型拖拉机一小时 

能耕去，轻型拖拉机一小时能耕 ，现在轻型拖 t
．I 1 V 

拉机耕 4小时后，重型拖拉机才开始耕，经过 

小时，重型拖拉机与轻型拖拉机耕地数量相等， 

则轻型拖拉机一共用了(z+4)小时，请你找出 

等量关系，列方程。 

第二题的原题：两水缸原来盛有不同量的 

水，如从第一缸提出一桶水，倒入第二缸，则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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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缸所盛的水量相等。如从第二缸提 出20桶 

水，倒入第一缸，贝《第一氲￡所盛的水量为第二缸 

的 3倍。问第一缸原来有多少桶水? 

铺垫题一：有两缸水，第一缸有 桶水，第 

二缸有( 一2)桶水，‘如从第二缸提出2．0桶水倒 

入第一缸， 则第一缸所盛的水量为第=缸的 3 

倍，问第一缸原来盛多少桶水? 

铺垫题二：有两缸水，第一缸有 桶水，第 

二缸有( 一2)桶水，如从第二缸提出20桶水倒 

入第一缸，则第一缸变成了多少桶水?第二缸 

剩多少桶水?如果现在第一缸所盛的水量为第 

二缸的 3倍，问第一缸原来盛多少桶水? 

第三题的原题：两辆小汽车从颐和园开往 

北京飞机场。第一辆小汽车的速度是每小时40 

里，开出半小时以后，第二辆小汽车也从颐和园 

开出，它的速度是每小时 50里，结果两车同时 

到达飞机场。求颐和园和飞机场之间的距离。 

铺垫题一：两辆小汽车从颐和园开往北京 

飞机场，第一辆小汽车的速度是每小时 40里， 

开出半小时后，第二辆小汽车也从颐和园开出， 

它的速度是每小时 50里，结果两车同时到达飞 

机场，问第一辆汽车比第二辆多用多少小时?颐 
和园到飞机场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铺垫题二：若设颐和园到飞机场之向的距 

离为 里，那么第一辆小汽车以每小时 4O里的 

速度先开出半小时后，第二辆小汽车以每小时 

5O里的速度开出，结果两车同时到达，第一辆 

行驶的时间为 第二辆行驶的时间为 ，问颐 

和园到飞机场的距离是多少? 

(三)测验方法： 

测验是个别进行的。被试者拿到题后，就 

高声朗读题目，要求在解题时出声思维，边想边 

票嚣 边想边说的材料 每题列式6分钟，夕 、刈竺 

黧 篓 
2 垫题=， 分钟内列对铺垫洒：，冉穸u原越： 

主 嘉 誓 做法都和第一题一样o。三j菖是群剽收到日，赶 0 
他们是否首先想类型，南抑或先没未知数，跨_还悬 
先找等量关系，并且提问一些a 自 我 口述中妻 
怀疑的问题，以此作为 ：述捌 卜充。 用铺 

垫题来作启发要比主试者蚌 途提：示科学_‘些。 

每校实验班(9人)和肄 9状 )篱都是 天做 

完，这样就避免了被试者预先知道题徂的可能。 

为了哉。出实验班和对}： 智3罐 冲差学 

一 次应用题普查的测验， 测验成绩觅表。-o 

袭 1 实验班与对比班应用魉普童 

考试成绩比较表 

校 别 人大附中 钢院附中 -一：兰中 十一学校 

平均差数 +3．2 +6．2 十8． +8．1 
h _ 一  

差异检验 P>0．05 P<0．05 P<0．01 P<0．Ol 

从表一可以看到，四个学校的平均差数都 

是实验班大于对比班，除人大附中外，其他三个 

学校的平均差异都达到显著 和非常显著水平。 

这次测验不仅找出了实验班和对比班对等的各 

3名优中差学生来进行个别实验，而且也证明 

了用自学辅导教学法学习应用题是可行的。 

表 2是四个学校的实验班和对比班优中差 

学生各 36人逐个地边想边说的做题 结果。 

表2在个别测验中四个学校实验斑学生和对比班睾生做题结果比较表 

题 号 第 一 题 嚣 = 题 第 兰 题 

原题 铺垫一 铺垫= 全不 原趣 铺垫一 铺垫= 金不 原题 铺垫一 铺垫= 垒不 做题结果 
做对 做对 会做 做对 做对 做对 会傲 傲对 做对 做对 会敞 做对 

实验班 20 7 1 8 15 12 l； 4 29 l 8 
(36人) 

。 -  

对比班 
(36人) 11 14 3 8 7 2,1 l 3O S 

注：1．实验班和对比班的优中差学生各 3人，四个学校实验班和对比斑各选取36人。 

2．第三题实验斑用三种证法的有 25人，而对比班只有 20人。 



 

第一题的题型，似单纯工程问题，而实际是 

工程和追及混合型的题。这道题比较难，容易 

产生错误，要求有较高的分析能力。边想边说 

个别实验的结果，实验班对原题能正确列方程 

的比对比班好得多；实验班全错或全不会做的 

与对比班一样多。 

学生甲是这样 分析 的：先设再 过 小 时 

重型拖拉机与轻型拖拉机所耕地 的数量相等。 

从原题的前一句话分别求出重型与轻型拖拉机 

的工作效率，重型拖拉机每小时耕÷，，轻型拖 
U 

1 

拉机每小时耕 。从原题的后一句话知道轻型 
J U 

； 1 

拖拉机一共耕了(4+x)zJ,时，耕的地是 (4+ 
上 U 

1 

z)；重型拖拉机耕了z小时，耕的地是÷ 。这样 
U 

就可以找出等量关系，轻型拖拉机(4十 )小时 

的工作量等于重型拖拉机 X小时的工作量，得 
1 1 

方程 (4+ )=÷ 。 
上U 口 

学生乙是这样分析的：我把 它 看 成 是 追 

及问题，等量关系是追的所干的工作量减去被 

迫 的所干的工作量，等于所要追的工作量。设 

再过 小时重型拖拉机与轻型拖描机所耕的数 

量相等。这就好比 小时追上一样．可以找到 

等 量关系：重型拖拉机 X小时所耕的地减去轻 

型拖拉机 X小时所耕的地，等于轻型拖拉机先 
1 1 

耕4小时的地，马上得到方程÷ 一 z= 。 
U i U 1U  

第二题是等量关系不明显的题。这也是一 

道较难的题。难点在于从第一缸提出一桶水倒 

入第二缸，则两缸水量相等，为什么不是( 一1) 

而是( -2)，这要很好地分析才能理解，否则就 

会 产生( —1)的错误。这一题实验班做对原题的 

有 15人(其中能一次做对的 11人，做错后自己 

立刻改正的 4人)，而对比班做 对的只有7人 

(一次做对的仅 3人，错后自己改正的 4人)。实 

验班全错或全不会做的比对比班少些。 

学生丙读完原题后，即能边想边说地把她 

的思路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就好象方程已列 

在纸上，看着谈出来似的那样流畅，使两位主 

试者感到很惊讶。这个学生看题后，便可能在 

头脑中迅速地建立了方程，因而边想边说并不 

影响她的思维过程。 

学生丁边想 边 说 的思 维 过程 是 这样 的： 

设第一缸原来有 z桶水，X+20是多少(停顿)? 

第二缸水是多少(自言自语)?噢，知道了，设第 
一 缸原来有 桶水，那么第二缸为(z-2)桶水。 

边说边写出 十20=3( --2)，解之，得 =13。 

停顿一会又自言自语地说，水太少了，不应该这 

么少的水， 13桶水提不 出20桶水。噢，知道 

了， +20=3( --2-20)，刚才一缸加了2O桶， 

而另一缸没有减去 20桶， =43。 

第三题是一道 比较容易的题，出这题的意 

图是看看学生能否用多种证法列式解题，即一 

种可设直接未知数，一种设间接未知数来列式 

解题。实验班和对比班做对和做错这道题的人 

数几乎相等，没有什么差异。但用两种方法(直 

接设未知数和间接设未知数)以上的，实验班有 

25人，而 对比班只有 20人，会设间接未知数的 

实验班学生比对比班多些。 

表 3 在个别测验中四个学校实验班学生和 

对比班学生做题平均时间比较表 

题号 f第1题 I第2题 }第3题 
———————————T——— ____————T— — __————丁一 一 广～  

班别i春 曙 I 
— — — —

l
， ． 一 1．．．．．． ．．．．．．．．．．．．．．． ． ． ．．．． ． ，，．．．．．．． ．．．．．．。．．．．．．．．．．．．．． ．．． ．．．．．．．．．．．． ．．．．． ．．1。．．．．．．一  

做磬 均 f17．96，I1．9．66，}17．9， 22．o，f22．53，f27．48， 
．． 。 。．． ： ． ： ： 。 ．．。 ．．。．．J ．。．．．。．．．．。 ．．．．．．．．．．．1．．。．．．．．．．．．1．。．。。．。 -』一  

四个学校的自学辅导教学班(实验班)和常 

规教学班 (对 比班)，每校每班选取优 中差学生 

各 3名共 9人进行个别测验，记录下解题列式 

时间。对实验班和对比班 36人都 分别 进行 了 

测验。从表 3可见实验班学生列式解题速度比 

对比班要快些。 

从这三道不同类型题的列式解题时间和效 

果看来，采用 自学辅导教学法优于常规教学法。 

这就说 明了怀疑 自学辅导教学法不能学好应用 

题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自学辅导教学法有利 

于培养较强的独立分析能力。 

能 力并不是天生的，能 力是通过教学、实践 

和生活发展起来的。它表现为一个人能迅速而 

容易地解决问题，并掌握其技能和技巧的心理 

品质。分析能力是思维能力的核心，是学生一 

切认识活动的基础。过去在教学中，学生数学 

分析能力的发展是采取传统的、由老9开i在课堂 

上作详细分析的方法而得来的，从现在的资料 



来看，在老师指导下以学生自学为主的自学辅 

导法更为有效。 

裘 4 在个别测验中实验班学生和对比班 

学生列方程首先想到什么的对照表 

先找题型 先设未知数 先找等量关系 列方程种类 
的人数 的人数 的人数 

实验班 1 15 20 
(36人 ) 

对比班 5 8 23 
(36人) 

从表 4可以看到，学生拿到应用题时首先 

想到题型的，实验班比对比班人少(1：5)；先设 

未知数的，实验班比对比班人多(15：8)；先找等 

量关系的，实验班与对比班差不 多(20：23)。测 

验得到的这些数据，还需要进行详细讨论。 

四、讨论 

(一)关于列式解应用题是否能 采用 自学 

辅导教学问题。 

分析能力最容易在解决困难问题或分析复 

杂情况的过程中表现出来，而应用题是数学中 

的难点之一，要求分析能力较高，因此，有个别 

实验班老师不按照“启读练知结”的课堂教学模 

式而采取讲授法来教应用题。而这次测试我们 

所选取的四个学校的实验班老师都是按照 “启 

读练知结”的课堂模式进行教学的。启和结由老 

师向全班进行，中间的读练知是个别化的，由学 

生自学，老师积极巡视课堂，一般不打断学生的 

思路。这四个学校的学生做应用题的普查结果 

(见表1)，自学辅导实验班成绩都优于常规教学 

班，有三个学校的实验班和对比班的差异达到 

显著或非常显著的水平。在边想边说的个别测 

验中，从四个学校的实验班和对比班各选取了 

36人进行试验，解题列式列对的，除第三题两种 

班的人数差不多相等外，第一、二两题都是实验 

班比对比班人数多一倍(见表 2)。第一、 二题 

列式比较困难，要求分析能力较高，结果实验班 

学生做对的人数较多、这可能是由于自学而形 

成的独立分析能力比较强的关系。(从表 3可 

以看到做题的平均时间都是实验班学生比对比 

班学生少) 

从测验的结果来看，应用题的教学不仅采 

用自学辅导教学法是可行的，而且效果优于常 

规教学，题目愈困难，优越性愈显著。 

(二)列式解应用题是先设未知数还是先 

找等量关系，哪种方法较好? 

列方程式解应用题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先 

识别题型；一种是先设未知数；一种是先找等量 

关系。在这里我们首先讨论先设未知数与先找 

等量关系哪种方法较好的问题。先设未知数是 

这样的：(1)分析出哪一个是主要的未知 数； 

(2)用 或别的字母表示未知数；(3)根据问 

题条件通过 把其余的未知数表示 出来；(4) 

根据已知数和未知数找等量关系列方程。先找 

等量关系是这样的：(1)首先弄清楚题意，找出 

表示同一数量的两个不同形式 的代 数式；(2) 

找出未知数用 或别的字母表示之；(3)通过 

未知数表示出哪些数量将相等；(4)把表示相 

等数量的两个不同的代数式用等号连结起 来， 

即得方程。 

心理学家认为先找等量关系智力活动的形 

式优于先设未知数。因为先设未知数很可能是 

问什么设什么，不去认真分析问题情境。我们 

也有这种看法，因此，在《中学数学自学辅导教 

材》中特别强调在列式解题中找等量关系。在 

开始学一元一次方程时就这样写道：“⋯⋯列方 

程实际就是根据题意找出表示同一数量的两个 

不同形式的一次整式 (其中一个整式可不含未 

知数)，再用等号把它们连结起来，就得出方程 

了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利用方程解应用 

题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列代数式，二是找等量关 

系。在应用题中既没有代数式，而等量关系也 

往往不直接告诉我们，这就需要我们根据语言 

叙述，找出等量关系” 

自学辅导教材如此重视找等量关系，但是 

在这次个别测验的36个学生中就有 15个先设 

未知数，而对比班只有 8个，少了一半；先找等 

量关系的，对比班 (23人)反而比实验班 (20人) 

多 3个。这是为什么?就我们所知，我们的数学 

教师绝大多数都认为先找等量关系比先设未知 

数好一些，对应用题的分析，特别着重找等量关 

系，再从等量关系中找未知数。实验班与对比 

班同样强调先找等量关系。自学辅导教材的分 

析中虽然注重找等量关系，但在解题过程中仍 

是首先“设某数为 ”，因此，对于某些实验班的 

· 7 · 



学生来说仍会按照顺序先设未知数后列方程。 

先找等量关系要分析问题情境，找出相等 

的两个代数式来，然后用等号把它们连接起来。 

这两个代数式至少有一个代数式含有未知数才 

能使两式相等，这就离不开找未知数。先设未 

知数也离不开找等量关系，只有在等量关系中 

才能确定哪一个为主要的未知数。其实在列式 

的过程中找等量关系和设未知 数是 交互进行、 

紧密联系的，最不好的就是不动脑子、不根据 

问题情境而是机械地问什么就设什么。如果通 

过认真分析问题条件，寻找已知数和未知数之 

间的关系，什么数值可能是相等的，通过未知数 

表示出哪些数将相等，那么，先找等量关系或先 

设未知数就不是两个对立问题了。 

(三)列式解应用题，先识别类型还是先分 

析等量关系，哪种方法较好? 

主张先识别题型的认为，先通过模式辨认， 

在记忆贮存中提取与这模式相适应的方法，再 

经过信息加工就能迅速解决问题。很 早以前， 

利用“龟鹤同笼”、“童子分桃”等抽象题型来教 

应用题，结果形成生吞硬套、思维刻板的现象。 

后来不再套这种题型了，但是仍然有人把应用 

题归为许多类，教学生识别。通过识别题型容 

易形成思维定势。在列式解应用题中，定势的 

积极作用是使解题过程压缩，简便而迅速，反映 

出心理活动的稳定性；其消极方面在于妨碍思 

维灵活性的培养，难于应付许多新问题、新情 

境，会使心理活动表现出惰性、呆板。由于我们 

的教材中很少分析题型，所以实验班在这次个 

别测验中大都不使用这种方法，36人中只有 1 

人 ，而对比班就有 5人使用。当然对题型也有一 

掠而过的，出声思维未必能反映出来。如第三题 

是典型的行程问题，也许想过题型，在出声思维 

中未反映出来或后来提问时可能已遗忘了。 

分析等量关系的方法优点较多，它有利于 

培养思维的灵活性，能够使学生应付新 问题 

新情境，提高分析能 力。不过，分析等量关 

系若有一定图式、题型作指引，就容易从记 

忆中提取与此类似的信息，在题型 比较明显 

的条件下，先找题型会使列式更为敏捷而简 

便。因此，也不应把二者谁先谁后这一问题绝 

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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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1．这次对一元一次方程应用题的普查和 

个别测验所获得的结果都是 自学 辅导教学班 

优于传统教学班。这就证明了采用自学辅导法 

教应用题是可行的，并有利于促进分析能力的 

发展。 

2．先找等量关系的人数大大 地多于先设 

未知数的人数，其方法也是前者优于后者。在 

有些情境下两者是交互进行，不应把两者的谁 

先谁后对立起来。 、 

3．先找等量关系的也大大多于先找题型 

的人数，其方法也是前者优于后者。在题型较 

明显的条件下，先找题型使列式解题较为敏捷 

而简便，因此不应把它们绝对化。 

4．找等量关系可以应付任何新情境、分析 

新问题，减少盲目地乱设未知数、乱套题型的现 

象，从中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在 

列式解应用题中，先找等量关系、重视找等量关 

系是对头的。 

[附] 一元一次方程应用题的普查题： 

1．某中队少先队员收集到 65公斤废金 

属，其中铜、铝之和比锌多 1公斤，而铜比铝多 

l5公斤，问他们收集到的铜、铝、锌各多少公 

斤? 

2．一架飞机在 上 午 7时 30分 以每 小 时 

250千米的速度从甲市飞往乙市， 这架飞机在 

乙市逗留30分钟以后，以每小时200千米的速 

度飞回甲市，在下午 2时 45分回到甲市，求甲 

市到乙市的距离。 

3．一个两位数的两个数字的和是 11， 如 

果在这个数上加上 63，那么所得的两位数仍旧 

是原来的两个数字组成，不过位置对调 了一下， 

求原来的两位数。 

4．一水池用甲管注水，可以在 3小时内使 

空池注满，用乙管放水，可以在 2小时内使满 

池放空，用丙管放水，可以在 4小时内使满池 

放空，现在先在空池时开甲管 1小时，然后三 

管齐开，问什么时候水池放空? 

5．有甲、乙两数，甲数的3倍与乙数的 2 

倍的和是 47，甲数的 5倍比乙数的 6倍小 1，求 

这两个数(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方法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