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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问题解决一直都是数学教育的一种方式。本文通过分析初中数学教学过程中数学问题解决方面存在

的问题，提出教师需要引导学生结合已有数学知识展开思考和探索数学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利用数学符号和数学模型，分析和解决数学问题；引导学生对数学问题进

行深度的反思，从根本上提升学生主动解决数学问题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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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 problem-solving has always been an approa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By analyzing the 
issues in math problem-solv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eachers should guide students to engage in thinking and exploring ma-
thematical problems by utilizing their existing mathematical knowledge, stimulating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and improving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Teachers should also guide students 
to utilize mathematical symbols and models to analyze and solve mathematical problems, and en-
courage them to conduct in-depth reflection on mathematical problems, ultimately enhancing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in actively solving mathemat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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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提出问题是学习的关键。能够提出问题，围绕着问题进行思考，并进一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

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知识。数学问题是数学的灵魂[1] [2] [3]，是学生获得和掌握数学知识的主要途径。因

此，数学学习和数学教学的关键在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学生学习数学的过程，就

是在学会解答各种数学问题，进而加深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教师在数学教学中的任务，则是指导学生如

何解决数学问题。数学问题的解决涉及整个数学知识体系，包括数学概念、数学命题和数学思维方法[4] [5] 
[6] [7] [8]。 

2. 数学问题解决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应试教育体系下，学生对于数学这门相对枯燥的学科兴趣不高，有些学生对于学习数学认识不高，

认为书本上学习的数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用到，从内心对数学学习产生抵触情绪。数学逻辑关系相

对其他学科而言相对较强，并且数学学习具有继承性，即过去数学学习不好，现在学习要赶上来相对会

困难一些，数学学习课堂上也要求学生全程需要精神集中，全神贯注，若课堂上走神一段时间，再回来

可能就会不理解老师的讲解。课后又需要完成大量的作业，除了数学作业外，语文、英语、历史、地理

和政治作业等等。在有限的时间内，学生们想要提高自己的数学成绩只能进行大量的重复的题海战术，

很难对数学的学习产生兴趣，只能是消极地应对，应付老师布置的作业。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们也很难

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们逐渐成为学习机器，只能够解决自己熟悉的，曾经做过的题目，面对新

的数学问题便显得束手无策，尽管新的问题可能只是条件的改变，或者旧问题的组合，学生们失去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在教的过程中，应该起到引导作用，引导学生走出题海战术的困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

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快乐，使学生能够获得数学问题解决的成就感。在题量方面老师应该控制重复的题，

通过做少量的题就能够达到显著的效果，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主动地探索解决数学问题。但是

现实，教师同样也面对各种苛刻的考核，很难把精力投入到引导和启发学生这一方面。学生面对数学问

题时经常遇到难于将问题句子表征为数学符号，面对一个数学问题经常是老师讲解刚开始，一些学生便

豁然开朗，对该问题的解答就已经有了清晰的思路，问题就在于老师将数学问题的表征转化为了数学符

号语言。在日常教学中要求教师调整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培养数学符号意义转换能力。在现实中，教师

可能更迫切地将数学问题的结果展示给学生，忽略了最开始问题中的语义关系的说明和阐释。 

3. 数学问题的解决分析 

3.1. 数学问题的感知和分析 

学生们在做作业或考试时通常依靠的是自己的直觉，按照自己的直觉进行解答，即该问题是否老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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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讲过，若讲过且自己理解了，那么该问题就很简单可以直接解答，若数学问题进行了转变或是条件

发生了改变，那么该问题就变得困难了，需要进一步分析。数学知识、思想、公式和定理都存在一定的数

学模型与其对应，而数学问题就是包含了一个或多个数学模型。例如，多边形内角和定理是一个数学定理：

“四边形的内角和等于 360˚，四边形的外角和等于 360˚”。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数学问题：“已知四边形的

三个角的大小，求另外一个角的大小”。数学问题的解决就是分解为各个数学模型的过程，而各个数学模

型又按照数学命题通过一定的逻辑关系建立起来。逻辑关系的分析和数学模型的组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数学问题的呈现往往通过数学符号来表达，识别数学符号和分析数学符号就成为数学问题解决的关

键。让学生掌握和理解数学问题存在各种可能的数学符号的表达，对提升学生的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具有

很大的帮助。因为数学符号的表达具有个体属性，受到学生个体认知的影响，即不同的认知结构下数学

符号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对某些同学有意义，对某些同学没有意义。需要老师和学生共同的努力来认识

符号结构和符号转化，而不是盲目地通过题海战术追求快速的问题解决，这个过程中老师起引导作用，

老师挑选具有典型的例题进行讲解，布置具有代表性的习题，能够使学生明白不同的符号表达对数学问

题的解决具有截然不同的效果，培养学生们研究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加强学生们学习钻研数学问题的兴

趣，在数学问题解决过程中获得成就感。 
一般来说，数学问题的解决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明确数学问题中的数学模型，利用已知题目的条件，

思考寻找和该条件匹配的已经学习过的数学命题，提炼出数学命题相应的数学模型；二是提出新的数学

模型，从结论倒推出与问题相关的全部数学命题，对原本的问题模型拆解转化。三是对比两种问题模型，

厘清两种模型之间的关系。若从条件中联想到的数学模型与从结论中联想到的数学模型相同，那么就可

以确认一种问题解决策略或者方法；若两者得到的数学模型不同，则需要继续推导，直至找到相同的问

题模型为止；如果发现两者得到的数学模型中存在多处相同的地方，则说明该问题可能存在多种解法。

一般情况下，最差解法表现为难度较低但步骤繁琐，过程中容易出错，而最优解法难度较大但步骤简洁

明了，解答过程不容易出错。 

3.2. 数学问题的解决 

数学问题解决就是明确的问题解决方法，通过具体的演算过程完成问题的解答，并且给出具体的解

答结果，包括了学生的计算能力，数学的表达能力，清晰明了地展示出数学问题解决的全部过程。 
数学运算是数学问题解决的最基本能力，多年的初中数学教学经历发现，学生们在考试中的失分体

现在基本运算错误方面的很明显，即表现为学生会做该题目，解题思路和步骤都正确，结果却是错误的。

数学的口头表达能力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数学成绩相对高的同学，面对复杂的数学问题时和老师交流

的数学口头表达清晰准确，老师只需要帮助其厘清其中的一些逻辑关系，问题便得以解决；数学成绩相

对落后的同学，面对复杂的数学问题和老师交流时，往往说不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问题，或是自己哪

里不会，只是整体感觉不会处理该问题，需要老师从头到尾逐步讲解才能解决该问题。数学的书面表达

也在数学问题解决中存在很大的影响，清晰的书面表达往往导致较低的失分，混乱的数学书面表达往往

导致数学问题结果错误。 
数学符号的表达能够反映出学生对数学符号的基本操作能力，也能体现学生对数学学习积极性和在

数学学习中的成就感。具体表现在符号书写和图形绘制的规范、整洁、美观程度上，以及语句之间逻辑

性的要求和书写内容的适当简洁。这就要求老师应该明确提出对学生数学表达的具体要求，对学生的作

业进行批改时体现出数学表达的要求。 

3.3. 数学问题的反思 

数学问题解决完成后，需要对数学问题进行反思，反思的目的是对该问题或是该类问题进行归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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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进而对该问题的解决过程优化。反思过程一般包括：问题结果是否正确，若该数学问题结果错误，

则寻找原因为什么会错？错误出现在哪一步？是计算错误还是逻辑关系思路出错？若逻辑思路出错，则

需要重新厘清该数学问题涉及的数学知识，问题的关键所在，逻辑关系是怎样的等等；问题结果是正确

的，则需要进一步追寻是否存在其他最优解，若存在，为什么？进一步构建数学知识的结构和数学模型，

对该类数学问题形成更高层次的认识。 

3.4. 数学问题解决教学案例 

问题 1：在 ΔABC 中，边长 a = 2，边长 b = 4，∠C = 60˚，求边长 c？ 
分析：问题是已知三角形两边长和两边长的夹角，求第三边长。很容易想到余弦定理，通过余弦定

理求出边长 c。 
方法： 2 2 2 2 cos cos 60c a b ab °= + − ；得 2 3c = 。 
反思：① 经过课堂教学强化数学符号感知，会发现边长 b = 4，边长 a = 2，边长 b 正好是边长 a 的

2 倍，容易联想到直角三角形中 30˚角对应的边长是斜边长的一半，再加上∠C = 60˚，结合图形容易确定

ΔABC 为直角三角形。利用勾股定理可以确定边长 c 的大小。即 2 2 2c b a= − ；得 c 2 3= 。 
② ∠C = 60˚也可以联想到等边三角形，等边三角形中的髙线、中线、角平分线和垂直平分线的长都

为边长的 3 2 ，可以通过将 ΔABC 作辅助项，使得边长 c 作为中线，则 2 2 33c b= = 。 
利用一个数学问题，让学生回顾了相关的数学知识，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和知识整合。也让学生体

会到解题策略的多样性和各种解法的普遍性。 
问题 2：若 ( ) ( )( )2 4 0z x x y y z− − − − = ，证明： , ,x y z 成等差数列。 
分析：从结论看， , ,x y z 成等差数列，则 x y y z− = − (等式表达)， 2 0x y z− + = (方程表达)， ( ) 2y x y= +

(数值表达)。从条件看，( ) ( )( )2 4 0z x x y y z− − − − = ，很容易联想到完全平方公式 ( )2 2 22a b a ab b− = − + ，

需要对条件进行变形， ( ) ( ) ( ) 22 2z x x z x y y z− = − = − + −  （ ） 。 
方法： ( ) ( )( )2 4 0z x x y y z− − − − = ，变形得： ( ) ( ) 2

0x y y z− − − =    
则 ( ) 0x y y z− − − = ，则 x y y z− = − ，证明 , ,x y z 成等差数列。 
反思：① 条件 ( ) ( )( )2 4 0z x x y y z− − − − = ，容易联想到一元二次方程判断式 2 4b ac∆ = − ，那么能

否构造出一个方程来 ( ) ( )2 4 0t x z t x y y z− − + − − = ，那么可以得出方程的两根相等， x y y z− = − 。证明

, ,x y z 成等差数列。 
② 条件 ( ) ( )( )2 4 0z x x y y z− − − − = ，可以通过化简该条件，再进一步分析，(z − x)2 – 4(x – y) (y – z) = 

(x – z)2 – 4(x – y) (y – z) = 0， ( ) ( )x z x y y z− = − + − ，则得出： x y y z− = − ，证明 , ,x y z 成等差数列。 
③ 从条件出发，简化方程，利用换元法，令 ,a x y b y z= − = − ， 
则 ( )z x a b− = − + ，则 ( ) ( )2 24 0a b ab a b+ − = − = ，所以 a = b。 
即 x y y z− = − ，证明 , ,x y z 成等差数列。 
通过这个概念证明题，教师引导学生复习了相关的思想方法和知识，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了提高，

知识结构得到了优化。 

4. 结语 

在数学问题解决过程中，教师起主导作用，通过仔细挑选具有代表性的例题和习题，引导学生结合

已有数学知识展开思考和探索数学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习题的代表

性，尽量减少大量重复的题目。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利用数学符号和数学模型，分析和解

决数学问题，引导学生对数学问题进行深度的反思，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根本上提升学生主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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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问题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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