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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问题是数学的心脏”“问题解决”是近现代数学教育的焦点。“问题解决”包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两个方面。

论文从数学教育中“问题解决”的认知过程出发，就问题的提出给出了几点看法和应该注意的几方面。认为首先生动具体地

提出问题，然后通过有效的途径解决问题，完成“问题解决”的认知过程。对实施“问题解决”这一认知活动的策略进行了

初步的探讨，给出了四个方面的认知和见解。

Abstract: “Problem is the heart of mathematics”, and “problem solving” is the focus of modern mathematics education. “Problem 
solving” includes two aspects: problem raising and problem solving. Based on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problem solving”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this paper gives several opinions and important aspects. It is believed that we can raise the problem first 

vividly and specifically, and then solve the problem through effective ways, and complete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problem solving”. 

The strategy of implement the cognitive activity of “problem solving” is preliminarily discussed, giving four aspects of cognition and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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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献 [1] 将数学教育中“问题解决”理解为数学活动，

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或者三个阶段：①感性阶段：感觉

问题的存在；联系相关的数学概念理论；感觉问题的疑难。

②理性阶段：提出可行的数学方法；尝试对疑难进行解释分

析；综合归纳和总结形成数学概念方法体系。③实践阶段：

验证事实，解答问题目标；分析完善数学内部结构体系；回

归实践提出新的问题。文献 [1] 对“问题”提出了四个方面

的特征，问题具有代表性和概括性；问题具有非常规性；问

题符合学生的数学现实；问题能数学化 [1]。下面针对数学教

育中问题解决的活动的策略谈几个方面的认识。笔者根据长

期的教学经验。就如何开展。数学教育中问题解决的活动策

略谈几个方面的认识

2 问题的提出

2.1 问题要生动具体，回归自然
问题要对现实问题。力争做到生动形象具体，反对形式

化。要对事物分散的表象与事物内在本质进行深入的挖掘。

抽象地提出与现实相关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高等数学

中微元法问题的提出。通过定积分思想，分析连续的变化因

素引起的整体量的计算。从定积分概念出发，通过对面积、

体积、变力作功等一些分散的现象的分析，概括总结出微元

法的思想。甚至在数学理论上给出了何种微量的表示能作为

积分微元的理论依据 [2]。

2.2 问题的提出，可以适当丰富和补充与教学大纲、

教材内容相应的内容
要求教师对大纲、教材充分认识和把握结构基准。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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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量的课后习题进行分析归纳。可以把教材的内容的结构

和顺序适当调整。参考现实的背景资料。提出与现实密切相

关、与教材内容相适应的某些“问题”。特别注意问题的答

案所要达到的目标结构体系。

2.3 问题的提出，符合学生的数学现实
荷兰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指出数学现实的含义，是使人

们利用数学概念和数学方法，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总体。学生

的数学现实，一方面包括了数学认知结构，数学概念、理论

体系。另一方面，还包括了以数学方法理解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水平。作为问题，应使学生能够进入思考疑难，解释

疑难，探索途径的情境之中。而不是使之陷入迷惘的困境，

摸不着头绪，不着边际 [3]。

3 数学教育中问题解决的教育策略
3.1 钻研教材，交流协作

组织教师对教材内容基准，结构顺序展开讨论，交流心

得。对概念产生的背景有充分的认识，对结构清醒的把握。

有效地提出总结性的问题及要达到目标系统。知道到底要解

决什么，达到什么要求，以体现出交流合作机制，这很重要。

必须打破不同教师、不同班级各自为政的禁锢状态。适时开

展教学交流、教研活动。对教材的某些内容专题化、问题化。

并作出生动的处理方案。基于教材，而不拘泥于教材。

3.2 创造情境，互动学习
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引导学生分析事物的表象，提出假

设，抽象出问题。特别是要创设与学生现有的数学认知结构

的“冲突”和“矛盾”并感觉问题的存在和疑难之处。例如

高等数学中“数列极限概念”的提出。对“越来越接近于某

一个常数”的数学描述，通过例子分析并综合。抽象地提出

经典的概念，并指出他的概括性和现实针对性。通过数轴上

“邻域”的直观意义加以说明，再回到例证，加深理解。正

是这种表象与实质之间的差异问题，答案与认知结构的冲突

和矛盾，才更加引人入胜，使学生积极参入到数学活动之中，

而有创造数学之成功的惊喜，体现出主体意识 [4]。

3.3 融入过程，解放思维
学生从感觉问题的疑难开始，必然会主动联系和思考许

多与之相关方面的信息。特别是与现有认知结构相应的数学

概念、数学方法，结合要达到的问题的目标进行探讨，而这

是非常规的，甚至是没有明确答案的，开放的。这一点区别

于普通的练习题，必须通过分析、综合、归纳，提出新的概

念和方法，必须创新。这一过程，学生的思维将获得解放，

他们将围绕新概念，新方法，从数学结构内部完善结构体系。

这也是数学体系本身的要求，虽然它是阶段性的。从“问题

解决”是数学活动的过程来看 [5]。通过老师的诱导，问题以

点带面，抽象得到“问题数学化”，从而完成感性认识到理

性认识，再到回归实践。

3.4 计算机辅助教学
大家都能认识到计算机强大的“运算”功能。在“问题

解决”活动过程中会遇到大数据的处理；复杂图形的描绘实

现；复杂运算的过程处理。例如，积分的近似计算方法、“数

值级数”的求和方法、误差的估计方法、超越函数的近似值

的计算等。这些无疑都可以用计算机辅助实现。而计算机的

某些原理的产生，也是源于数学问题本身。脱离数学基础的

计算机程序是不存在的。计算的主要功能就是“信息处理”

功能，与应用计算机辅助功能有机地结合，是现代数学教育

普遍讨论的问题。而数学教育中“问题解决”在某种程度上

“没有现存的直接方法”。但在其数学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借

助计算机完成演算或验证，甚至可以将问题“机械化”和“公

理化”，而这是目前数学发展的基本形式 [6]。

以上是笔者结合“问题解决”的特点，从几个方面提出

的数学教育中关于“问题解决”这一数学活动的实施策略。

建议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实施。对于这些策略初

探希望各位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4 结语
很多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认为“问题解决”是近现代数

学教育的核心，也是讨论的焦点。相关讨论与交流大量见诸

文端。任何一种教育活动都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

活动。基于此，笔者结合“问题解决”的两个方面，提出了

数学教育中关于“问题解决”这一数学活动的实施策略。建

议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实施。对于这些策略初探

希望各位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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