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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学生对应用题结构认知发展

的初步研究−) .
‘,

‘

何 纪 全
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

,

北京

摘 要

本报告分析 了小 学生对应用题的框架结构
、

情节结构和数量关系结构 方 面

的认知发展过程
,

和介绍 了实验教学促进发展 的情况
。

一
、

目
/

的

应用题的结构状况影响学生的解题状况
。

分析应用题的结构要素
,

以及揭露小学生

对应用题结构的认知发展特点
,

对提高小学生解答应用题能力和发展学生数学思维能力

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

从六十年代初以来
,

国内对小学生解答应用题的心理过程和特点作了不少研究〔‘一”〕
。

近年来
,

在应用题结构教学和培养思维能力的研究中
,

重视用部分与整体关系分析应用题

的数量关系〔‘, ’。

在苏联比较强调用部分与整体关系来解释算术概念〔卜 0 ,
。

但是
,

迄今还

缺乏 用部分与整体关系全面地研究小学应用题结构
。

我们课题组从 + 0 + 年以来
,

一直就儿童数学学习来探讨儿童对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认
“

知发展〔1 〕
。

关于小学生应用题结构认知发展的研究
,

是整个课题中的一部分
。

二二 卞 莽
23

、 尹 4 寸户吩

实验班是辽
5

宁省黑山县北关实验学校一
、

三
、

四年级各一个班
。

实验班使用由心理所
一

与北关实验学校合作的 自编教材
。

朴它是以
“ ”

为基础标准
,

揭示数及数学上部分与整体

关系 为主线编写的
。

对比班是使用统编教材的北京市三所小学的二
、

四年级各一个班
,

六

年级两个班
。

测验在 + , 6 年 7 月间进行
。

测验题包括十一项内容 −见表 .
。

测题经过预试
。

十

一项测验其中两项的鉴别力
8 9 为 :

5

;: 一。
5

1:
,

其余九项的鉴别力
8 9 为 :

5

<+ 一 :
5

,<
。

整

=. 本文于 + 解年 月 1 日收到
。

5

参加这项实验和测查 的有黑 山北关实验学校陈胜开
、

陈亚云
、

陈艳茹老师
,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向贤娟 老师
,

北京

二里沟小学李顺利
、

周晓梅老师
,

谨此一并致谢
。

二 黑 山北关实验学校的实验班四年学完小学数学内容
。

它是 + , 6年《现代小学数学》实验班的雏型
。

但新实验教

材较 旧 实验教材在质量 上有明显的提高
。

学制仍为五年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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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测验的难易分布适中
。

统计时按正误和智能操作水平给解答结果一个分数 −原始分数 .
,

间的比较
,

将原始分转化为标准成绩 −≅ 二 6 : 十三
5

拼
气
Α =。,

左任侠
>

9

依据分析时的不同需要兼用人数百分比
,

题次百分比和标准分数
。

为了题目间和班级
《教育心理统计》.。

三
、

结 果 与 分 析

−一 .一般结果

应用题结构认 知测验的十一个项 目
,

其总结果见表
。

表 工 应用题结构认知测验项目成绩总表 −标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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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所列十一个项 目是按难度值的大小顺序排列的
。

按其难度值求出相对难度并

归类
,

十一个项 目划分为一
、

二至三
、

四至七
、

八至十
、

十一等五个层级
。

、

小学生应用题结构认知发展的一般趋势

首先
,
从整体上认知构成应用题的框架结构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

能够按问题和条件

两个特性
,

判断应用题完整或不完整
。

如第一项
。

第二
,

在初步理解
“

问题一条件
” 、“

条件一条件
”

之间相依关系的同时
,

认识简单应用

题的数量关系结构
,

能够按问题条件的框架对问题补足相应的条件
。

并且
,

借助提取有效

成分和别除多余成分及复现隐含成分三种能力
,

进一步把握应用题的框架结构
。

如第二
、

三项
。 ‘

一
’

, 5
‘

5

“
·

5

第去
,

在进二步理解
“

问题二条件
” 、代条件一问题拼之间相依关系的同时

,
Γ综合多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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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关系结构
,

并认识结构的横向可逆性变换
,

以及认识结构的概括作用
。

在补问题时
,

能
够按问题条件的框架从几种数量关系结构方面进行多向发散

。

如第四
、

五
、

六
、

七项
。

第四
,

在更进一步认识
“

条件一条件
”

之间相依关系的同时
,

认识数量关系结构的复

合
,

能够按问题条件框架对同一数量关系结构的间接条件方面进行多向发散
,

并且能够对

应用题的数量关系结构加以情节性变换
,

以及对结构加以归类
。

如第八
、

九
、

十项
。

最后
,

认识应用题数量关系结构从简单到复合的扩展性和压缩性双向变换
。

如第十

一项
。

这五个层级显示了小学生对应用题结构认知发展的顺序性
。

表明儿童对应用题结构
>

的认知发展过程服从于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
,

即对应用题结构特征的认知是一个从外部
5

,

到内部
、

从具体直观到抽象概括
、

从结构构成到结构功能的过程
。

;
、

小学生应用题结 构认知发展的年级 −年龄 .特点

表 的总成绩表明
,

不论实验班或对比班
,

对应用题结 构的认知发展随年级的升高而

增长
。

也就是说
,

认知水平的发展表现出由易到难的层次性
、

阶段性
。

例如
,

低年级对判
·

断是不是应用题
、

按问题补足两个条件
、

结构横向逆反变换等方面的发展较好 Γ 中年级在

按条件补问题
、

按数字编题
、

结构概括和结构归类等方面有了较好的发展 Γ高年级在十一

项测验中已全部获得标准分数的良好成绩
,

但未达到较优成绩
。

可见在小学阶段内对应

用题结构的认知
,

其发展还没有完结
。

1
、

不同教材体系−知识结构.影响对应用题结构的认知发展

表 的总成绩也表明
,

由于采用不同教材体系 −知识结构.
,

实验班的总成绩远远高于

普通班成绩
。

其中除一年级实验班在八
、

九
、

十三项落后于普通班二年级外
,

在总成绩上
/

实验班都赶上或超过普通班一至二个学年
。

可见教材结构对学生认知结构的发展具有极
/

其重要的意义
。

−二 .结构分析

应用题的结构成分主要有框架结构
、

情节结构和数量关系结构
,

数量关系结构 是核

心
。

、

对应用题框架结构的认知发展

从判断是不是应用题的测验结果看
,

在低年级
,

0: Ι 以上的学生能够正确判断文字

形式明显的应用题
,

表明他们已基本上认识应用题框架结构的完整性
。

但到中
、

高年级

时
,

对于文字较多
、

关系复杂的题 目以及含隐蔽 已知数的题
,

还常发生错判
。

判断应用题的多余成分的测验结果指出
,

对与题 目无关的多余已知数
,

容易剔除 , 对

于虽与题目无直接数量关系
,

但又是丰富题 目的情节所必要的 已知数
,

则比较难些 Γ 对于

与题 目数量关系有关但不决定运算的多余已知数
,

则更难判断 Γ 对于可用不同方 法解题

时
,

某个已知数有时有用
,

有时多余
,

这时只有很少的学生能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判断
。

看

来
,

把含有隐蔽 已知数和含有多余已知数的应用题
,

作为考查学生对应用题框架结构认知

是否稳固的一项指标
。

;
、

对应用题情节结构的认知发展

测验要求被试用 1 和 ;< 两个数字自由编题
,

刘编题结果只就情节成分进行分析
。

,

学
孜编题取材内容大体有以下八个方面

> −=. 取材于儿童直接生活经验方面
,

−; .取材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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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比较间接的
,

或集体的
、

社会的活动方面
,

−1. 取材于工农业生产活动方面
,

−< .取材于走

路
、

行程问题方面
,

−6 .取材于现金交易为手段的商品购销方面
,

−7 .取材于几何
、

理化知识

为内容的科学计算方面
,
−0 . 取材于无运算术语的文字题方面

,

−, . 取材于时间
、

年龄方

面
。

从年级 −年龄 .特点看
,

低年级学生编题主要取材于 − .
、

−; .方面
,

中年级增加了 −1 .
、

−< .方面
。

高年级学生对八个方面都有取材
,

但多数取材于 −≅ .
、

−; .
、

−1 .
、

−6 .
、

−7 .几个方

面
。

实验班学生在 −7 .
、

−0 .
、

−,. 三个方面 的取材比普通班学生为多
。

可见
,

学生对应用题

情节性变换的灵活性和广泛性
,

与学生对生活
、

学 习经验的数学抽象能力和具体化 的能力

的发展有关
。

1
、

对应用题数量关系结构的认知发展

测验题要求被试按给定的两个数字自由编题
。

对编题结果按加法结构
、

减法结构
、

乘

法结构
、

等分除结构
、

包含除结构等五种运演结构
,

和三十六 个 题 型 进 行 统 计 −见 图

.
。

结果表明
,
−. 从全班平均每人编题型数看

,

实验班四年级
、

三年级
、

一年级分另=4为

7
5

, 1
、

0
5

< <
、

6
5

6 , ,

而对比班六年级
、

四年级
、

二年级分别为 1
5

6 <
、

<
5

67
、

<
5

6 。 可见
,

实

一验班明显多于对比班
。

−;. 从全体被试对五种运演结构的使用概率看
,

加法结构为 :
5

诊了

减法结构为 :
5

0
,

乘法结构为 :
5

< ,
等分除结构为 :

5

:+
,

包含除结构为 :
5

1
。

似 可 认

为
,

小学生对减法结构使用较好
,

加法结构和乘法结构次之
,

包含除结构又次之
,

等分除结

构使用较少
。

在加法结构中
,

包含题型多于增加题型
。

在减法结构中
,

减少题型多于包含

题型
。

在乘法结构中
,

求总数题型和求几倍数题型二者持平
。

在包含除结构中
,

等量分配

求份数题型与倍数比较求几倍题型二者持平
。

在等分除结构中
,

几乎以等量分配求每份

数题型 占绝对优势
,

而倍数缩小求一倍数题型几乎没有出现
。

逆解题大多数出现在减法

结构中的差数比较题型内和在包含除结构中的倍数比较题型 内
。

从总的趋势看
,

掌握五种运演结构情况
,

在年级上无多大差异
。

但实验班优于对比班

较为明显 −见表 第六项.
。

说明实验教学注重从一般解题模式上去概括应用题数 量关

系
,

有利于促进学生从多侧面去掌握简单应用题的数量关系
,

而概括化恰好是具体化的前

提
。

四
、

讨 论

−一 .分析应用题结构是探讨学生理解和解决应用题 甲维过程的主要途径
。

我们认为

框架结构
、

数量关系结构和情节结构是构成应用题结构的三种基本成分
,

其中以数量关系

结构为核心
。

而应用题数量关系实质上是部分与整体关 系 据此
,

我们提出了简单应用

题数量关系新的结构分析图 −见图 .
。

其中关于未知量在关系式中的位置的思想
,

取 自

Κ
·

∗ 莫罗等的《小学数学教学法》
〔。’
一书

。

从本实验结果和教学情况看来
,

学生掌握的

题型数仅仅是 17 个题型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

说明五种运演结构在学生思维中存在着概括

的不充分性
。

看来
,

应用题的概括化的解题数量关系式作为应用题学习和存储的基本成

分
,

在教学中应予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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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取材于无运算术语的文字题方面

,

−, . 取材于时间
、

年龄方

面
。

从年级 −年龄 .特点看
,

低年级学生编题主要取材于 − .
、

−; .方面
,

中年级增加了 −1 .
、

−< .方面
。

高年级学生对八个方面都有取材
,

但多数取材于 −≅ .
、

−; .
、

−1 .
、

−6 .
、

−7 .几个方

面
。

实验班学生在 −7 .
、

−0 .
、

−,. 三个方面 的取材比普通班学生为多
。

可见
,

学生对应用题

情节性变换的灵活性和广泛性
,

与学生对生活
、

学 习经验的数学抽象能力和具体化 的能力

的发展有关
。

1
、

对应用题数量关系结构的认知发展

测验题要求被试按给定的两个数字自由编题
。

对编题结果按加法结构
、

减法结构
、

乘

法结构
、

等分除结构
、

包含除结构等五种运演结构
,

和三十六 个 题 型 进 行 统 计 −见 图

.
。

结果表明
,
−. 从全班平均每人编题型数看

,

实验班四年级
、

三年级
、

一年级分另=4为

7
5

, 1
、

0
5

< <
、

6
5

6 , ,

而对比班六年级
、

四年级
、

二年级分别为 1
5

6 <
、

<
5

67
、

<
5

6 。 可见
,

实

一验班明显多于对比班
。

−;. 从全体被试对五种运演结构的使用概率看
,

加法结构为 :
5

诊了

减法结构为 :
5

0
,

乘法结构为 :
5

< ,
等分除结构为 :

5

:+
,

包含除结构为 :
5

1
。

似 可 认

为
,

小学生对减法结构使用较好
,

加法结构和乘法结构次之
,

包含除结构又次之
,

等分除结

构使用较少
。

在加法结构中
,

包含题型多于增加题型
。

在减法结构中
,

减少题型多于包含

题型
。

在乘法结构中
,

求总数题型和求几倍数题型二者持平
。

在包含除结构中
,

等量分配

求份数题型与倍数比较求几倍题型二者持平
。

在等分除结构中
,

几乎以等量分配求每份

数题型 占绝对优势
,

而倍数缩小求一倍数题型几乎没有出现
。

逆解题大多数出现在减法

结构中的差数比较题型内和在包含除结构中的倍数比较题型 内
。

从总的趋势看
,

掌握五种运演结构情况
,

在年级上无多大差异
。

但实验班优于对比班

较为明显 −见表 第六项.
。

说明实验教学注重从一般解题模式上去概括应用题数 量关

系
,

有利于促进学生从多侧面去掌握简单应用题的数量关系
,

而概括化恰好是具体化的前

提
。

四
、

讨 论

−一 .分析应用题结构是探讨学生理解和解决应用题 甲维过程的主要途径
。

我们认为

框架结构
、

数量关系结构和情节结构是构成应用题结构的三种基本成分
,

其中以数量关系

结构为核心
。

而应用题数量关系实质上是部分与整体关 系 据此
,

我们提出了简单应用

题数量关系新的结构分析图 −见图 .
。

其中关于未知量在关系式中的位置的思想
,

取 自

Κ
·

∗ 莫罗等的《小学数学教学法》
〔。’
一书

。

从本实验结果和教学情况看来
,

学生掌握的

题型数仅仅是 17 个题型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

说明五种运演结构在学生思维中存在着概括

的不充分性
。

看来
,

应用题的概括化的解题数量关系式作为应用题学习和存储的基本成

分
,

在教学中应予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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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实验结果表明
,

采用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观点统一小学数学应用题的教学
,

实验

班学生对应用题结构的认知发展
,

就测试成绩看
,

较普通班学生为好
,

赶上或超过高一个

学年
。

−三 .我们课题组曾在 + , 1 年对数学教材体系 −知识结构 . 与认知结构的关系作过初

次探讨
〔‘。〕,

5

认为知识结构是塑造良好认知结构的物质前提
。

从本实验看来
,

认知的发展

过程
,

或认知结构的建构过程
,

可以解释为
,

这个过程所显露出来的认识阶段性是主体对

于知识结构的层次性的反映
。

这样
,

要提出一个好的教材体系 −知识结构 .
,

既与对教材知

识本身内在联系的认识程度有关
,

又与对儿童理解该教材知识的认识规律的了解程度有

关
。

而后者对于如何塑造学生认知结构的步骤来说
,

尤 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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