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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数学教育中的问题解决能力培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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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学数学教育中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问题解决能力，有利于促进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发展，能够

帮助学生夯实学好数学学科的基础。本文就如何在中学数学教育中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展开了详细分

析和深度探索，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相对合理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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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elping students to develop goo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in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mathematical literacy and helping student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learning mathematics. This paper conducts a detailed analysis and in-depth exploration on how to 
cultivate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ability in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proposes a series of relatively 
reasonable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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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基本原则 
第一：中学数学教学目标必须保持多元化和多维度，尽可能在目标的引领下将中学教育延伸至能力培养

方面。例如，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需要关注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状况，确保教学目标可以对学生起

到良好的指导作用，使学生在学习与掌握数学知识的同时，能够形成必备的数学核心素养及能力。 
第二：中学数学教学方式需要保持创新性原则，教师应当结合中学数学教育的要求和标准，对现有的教

学方式实施创新与改进，为学生创造有利于问题解决能力发展的条件。 
第三：中学数学教学体系应当保持完善性，在设计教学内容的过程中，要合理融入培养问题解决能力的

有效元素，使学生能够在教学内容的支撑下，形成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意识与

能力。 
2 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有效策略 
问题解决能力是初中学生学习数学学科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此种能力可以支撑学生自主、高效学习，

这就要求教师围绕问题解决能力培养重新构建数学教学框架，以及改进和创新相关的教学条件。对此，下文

从多个方向结合中学数学教育现状，提出了在教学中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可行性措施： 
2.1 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兴趣 
设置问题是一种十分常用的教学手段，一般情况下由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提出问题，然后给予学生足够的

思考时间，由学生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正确答案，不仅可以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还能有效锻炼学

生解决问题的能力[1]。但是就目前中学数学教育现状而言，学生在课堂学习中明显缺乏解决问题的动力，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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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些学生强烈反感提问教学环节，这说明学生对问题教学手段不感兴趣，如果教师一味沿用传统的课堂提

问方法，将会严重阻碍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基于此，教师必须创新提问方法和形式，重视激发学生解

决问题的兴趣和热情，使学生遇到数学问题时保持良好的能动性。创设问题情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提

问教学法的壁垒，使原本枯燥、无趣的数学问题充满了生命力，为学生提供了想要解决问题的内在动力，如

此一来学生即使脱离教师的督促，也能主动积极地开展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 
例如，在七年级数学“多边形和角的认识”课时教学中，为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教师结合本课时的

知识难点、重点设计问题，并通过创设情境的方法向学生提出问题，以此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兴趣[2]。首先，

教师为学生提供足够数量的多边形物品，作为开展教学活动的工具，然后运用这些教具创设一个有关本课时

知识点的问题情境。此处以拼图游戏情境为例，教师要求学生利用多边形卡片，在有限的时间内拼成一个特

点的图形，该过程中学生需要思考选择什么样的图形，还要思考如何调整图形的位置与角度，通过动手实操

学生能够理解多边形的性质和角的概念。其次，教师还可以结合实际生活创设问题情境，借助生活体验向学

生传导知识点，以及激发学生探索和解决问题的兴趣。可以使用多媒体功能展示生活中常见的多边形，并且

要求学生联想自己的生活经历，从生活中寻找多边形构成的物体。情境之中教师提出如何判断多边形和角，

学生需要进行情境重新构建，在脑海中不断模拟测量多边形和角的操作，这对加深理解多边形与角的概念起

到了良好作用。 
2.2 小组合作探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中学数学教育中很多时候都以教师为主体带领学生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在此过程中学生很少能够自

主学习知识，包括凭借自己的能力解决数学问题，这是一种缺乏科学性的教学方式[3]。鉴于培养学生问题解

决能力的教育要求，教师需要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数学课堂，给予学生更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机会，以

此达到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目的。 
例如，在七年级“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课时教学中，教师为学生创建自主性、合作性的数学课堂，主

要是依托问题创设学习项目，学生需要以小组为学习单位，以问题为主线开展项目内容，包括收集信息、设

计方案、实施项目、最终评价等活动板块，在整个项目式合作学习过程中学习不仅能够掌握本课时的知识

点，还能不断提升自身的分析能力、解题能力。以“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的规律和技巧教学为例，教师可

以在正式讲课之前交给学生合作预习的任务，要求学生围绕“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进行合作探究，学习目

标为“找出有理数加减混合运算不懂的问题，并且结合教材尝试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为学生搭建了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体系，有利于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问题解决能力。具体而言，教师向学生提供课前

预习的导学案，要求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开展学习项目，理解和掌握有理数的加法与减法运算法则。导学案上

绘制出一个标准的数轴，要求学生按照题意在数轴上标记“a”“b”两点，并计算出两点之间的距离，点位

分别为“a=2,b=6”“a=0,b=6”“a=2,b=-6”“a=-2,b=-6”，学生需要发现两点直接的距离与数字的关系，并

正确解释计算的方法和原理。经过合作探究学生能够根据自己发现与总结的规律计算简单的有理数加减混

合算式，而且可以初步理解有理数加法和减法的运算法则，可见小组合作探究对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作用

显著。 
2.3 设计实践活动，创造解决问题的有效条件 
数学本就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很多数学知识能够用作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所以中学数学教育中

培育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可以采用设计实践活动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实际应用数学知识的过程中掌握解

决问题的能力。首先，教师需要结合数学知识设计与之对应的问题，同时还要保证问题可以支撑学生开展实

践活动，一来检查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掌握情况，二来锻炼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4]。其次，

实践活动应当具备良好的体验感和操作性，尽可能激发学生参与实践的兴趣，以此提升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

力的成效。 
例如，在七年级数学“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章节教学中，教师向学生提出问题“统计调查生活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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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购物人群的特征，帮助店主制定合理的营销策略”，调查的具体内容、目标由学生自主确立。接下来，学

生需要根据问题设计实践活动的步骤和执行方案，一般情况下完整的统计调查活动包括“数据收集”“数据

整理”“数据描述”“数据处理的实际应用”，学生分步骤逐一完成有序开展实践活动。数据收集阶段学生

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统计不同时间段超市购物人群的数量；数据整理阶段学生对统计的数据进行分类、排

序、编码；数据描述阶段学生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总结和解释，多使用表格、图表将整理后的数据作直观呈

现，也就是绘制折线统计图、条形统计图；数据处理的实际应用阶段学生需要结合数据描述找到解决实际问

题的方法，也就是帮助店主制定出合理的营销策略。通过设计实践活动的形式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为学

生营造了更加真实、有趣的学习环境，成功将问题作为引线带领学生不断实践，不仅加强了学生对数学知识

的掌握程度，还锻炼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4 开展教学评价，夯实学生能力发展的基础 
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包括教学设计、教学组织、教学实施与教学评价，其中教学评价可以作为引线贯穿

教学始终，从而搭建“教学评一体化”的教学框架[5]。中学数学教育中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必须充分发

挥教学评价的作用，主要是教师结合学生实际学习情况，指明学生存在的学习短板，并提出有利于学生问题

解决能力发展的建议，以此帮助学生形成解决问题必备的基本素质。例如，很多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时，总

是出现解题思路不清晰、要点不明确的情况，教师可以提出遵循逻辑推理的建议，保证每一个解题步骤符合

逻辑，避免解题过程存在遗漏要素的情况。又如，有些学生在解答数学题时只会使用同一种方法，此时教师

可以向学生提出转换解题思维的建议，帮助学生形成多角度思考的解题习惯和意识。 
3 结语 
核心素养教育背景的中学数学教学，需要将培育学生的学习能力与素养放在首要位置，正所谓“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才是一种成功的教学路径。上文就如何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

能力，从创设问题情境、小组合作探究、加强思维训练、设计实践活动、巧妙设置问题、开展教学评价六个

方向，提出了较为有效的中学数学教学策略，希望能对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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