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

教师专业发展与创新教育研究4卷2期
ISSN: 2661-4987(Print); 2661-4995(Online)

引言：1

逆向思维是一种反向思维，是数学思维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原则，是创造性思维的基本组成部分，培养学生

创造性思维就需要学生先具备良好的逆向思想。真所谓

“此路不通彼路通，条条大道通罗马”。数学学习过程中

有时候往往需要“反其道而思之”，尤其是在解决数学

问题过程中，按照常规思维思考，常常走进思维“死胡

同”，久而不能得其法，此时若能够换一个角度思考，从

问题的逆向出发，也许很多看似复杂的问题也就迎刃而

解了。因此，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教师非常关注学生逆

向思维发展，也常常引导学生应用逆向思维解题，以促

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

一、逆向思维的重要性

关于逆向思维的定义是区别于常规性思维的求异性

思维方法，因此也使用求异思维代称逆向思维。对于逆

向思维的应用原理主要是区别于解决问题的常规思维方

向，从相反的角度进行思考，这就使得逆向思维能够跳

脱出常规思维方式的束缚，能够从多个角度针对问题进

行思考，具有延伸思维角度的作用，在应对一些较为复

杂的数学问题时，逆向思维的效率反而高于常规思维。

因此，注重对于初中学生逆向思维的培养，有利于更好

地解决各类数学问题 [1]。

逆向思维不仅可以应用在初中数学的教学中，还可

以应用在教学中的其他学科，以及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在哲学领域，对立统一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任何事物

都有它的对立面，所以与正向思维相对的就是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也有多种表现方式。比如，事物在性质上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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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对立：粗与细、光滑与粗糙等等；事物在结构和位置

上也有两极对立：前与后、里与外等等；事物在两种形

态之间的转换过程：固体变成液体或者液体变成固体等

等。任何一个事物，人们都能根据其一个方面的特点想

到与它相对的一面，这就是逆向思维。

二、逆向思维在初中数学解题教学中的作用表现

1. 有利于提高学生解题效率

数学思维也可以说是数学方法，其是为学习数学知

识、解决数学问题以及生活实际问题而服务的。不断强

调逆向思维，习惯性引导学生从正向、逆向两个维度思

考同一问题，分析同一现象，解读同一事物本质，能够

提高学生思维深度，让学生更全面地剖析问题，从而快

速找到问题的突破口。不难发现，初中数学较小学数学

难度大幅度提升，教材中也涉及了许多复杂的例题，如

果仅按照常规解题思路思考，既浪费时间，还影响解题

效率。相反，应用逆向思维则能避免这些问题，学生能

够快速找到问题突破口，找到解题方法和技巧，从而提

高解题效率。

2. 促进数学思维的拓展

在中学数学解题课堂教学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必须

用逆向思维来解释的难题，如计算与逆运算、定律与逆

定理等。然而，在普通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学生普遍

掌握的公式计算和规律都具有正向思维的特点，容易导

致学生在初中数学学习中形成思维定式，对学生来说是

不利的。不利于思维能力的发展。因此，在中学数学解

题教学环节中有效运用逆向思维，可以塑造学生发散思

维，促进其思维方式的发展，增强其逻辑思维的灵活性，

是学生学习数学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影响。

3.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小学数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按照正向的解

题思路去教授学生，让学生形成了思维定势。由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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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题过程中，总是按照一种思路去解题，没有新方法

的突破，降低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在初中教学中，学生

运用逆向思维去解题，使学生充满新鲜感，同时也激起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充分活跃了课堂氛围，提

高了课堂的教学质量。

4. 利于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数学这门课程，关乎学生逻辑思维、创新思维、发

散思维等多种思维发展。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多引导学生

应用逆向思维，能够激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让学生思

维更加灵活和开放，避免学生形成思维定式。所以，单

从学生思维发展需要的角度而言，逆向思维是学生综合

性思维形成的基础部分。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逆

向思维或者引导学生应用逆向思维，都是有利于促进学

生思维发展的。

三、逆向思维在初中数学解题教学中的应用

1. 逆向思维在数列计算中的应用

数列具有多变的特征，学生不仅需要掌握数列的

基础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基于逆向思维实现对于数

列的灵活推导。例如，题目求 1+2+22+23+… +2n 的和，

如果采用正向思维，学生会选择从左到右进行计算。显

然，这种解答方式需要进行的计算量十分庞大，对于初

中学生而言是无法完成的，此时就可以运用逆向思维对

题目进行一定的变化，先假设 S=1+2+22+23+… +2n，运

用的数学公理是等式两边乘以相同的数，等式依然成

立，随后在等式两边再同时减去 S 即减去 1+2+22+23+…

+2n，此时就可知 S=2n+1-1。可以发现在解答此类问题

时，运用逆向思维模式的解题步骤更加简单。基于逆向

思维，学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复杂的问题，最终

得到简单的解题方式，无论是在效率或者是正确率方面

都更高。

2. 逆向思维在数学概念中的应用

从我国目前初中数学教学来看，多数教师在数学概

念教学上依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学生通过死记硬

背记住概念，但是这种方法取得的教学效果相当不理想。

多数学生不理解概念的真正含义，在解题过程中难以运

用，最终降低了学生的学习质量。比如，教师在讲授苏

科版初中数学七年级上册《平行》《垂直》课时，教师的

教学目标就是让学生充分掌握平行和垂直的概念，并且

在后续做题中能准确运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让

学生根据题目中给出的已知条件来判断两条直线之间的

位置关系，这种方法做题的效率比较低。教师可以教授

学生运用逆向思维的方法去做题，先让学生在纸上写出

平行和垂直的概念，再根据概念去做题，如果判断题中

的线段是平行关系，就利用垂直的概念去判断，如果两

条线段不符合垂直概念，就是平行关系，同理，在判断

线段是否是垂直关系时，也可使用此方法。

3. 逆向思维在“三角形”相关问题求解中的应用

多数证明题都无法通过已知条件的方式直接得到最

终的结论，此时就需要考虑到从结论着手进行倒推，反

而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例如，证明题已知两个三

角形的两条边和一个角对应相等，那么这两个三角形是

全等三角形吗？请证明你的结论。该题的考察核心在于

三角形的全等条件，常规的解题思路是使用边边角来证

明三角形全等，但是在题目中并没有给出两条边的夹角

相等的已知条件，运用逆向思维则只需要证明该角不是

两条边的夹角，此时就可以直接证明三角形不是全等三

角形。可以发现，这种解题方式不仅达到了对于学生所

掌握的公式定理的考核，同时也考验了学生的审题认真

程度，如果采用正向思维，使用角角边或者边角边的方

式来证明，最终很有可能出现解题错误的情况 [2]。

4. 逆向思维在数学定理中的应用

数学定理与数学公式不同，数学公式可以直接应用，

但数学定理还需要先判断。比如一个定理的题设和结论

不止一项是交换题设和结论，即形成一个逆命题，但逆

命题有很多个，有真的，有假的。通常情况下，一个命

题的题设和结论都是唯一对象的定理，它有逆定理、分

段式的定理，也有逆定理 [3]。

四、结束语

总的来说，在进行中学数学解题课堂教学的过程中，

塑造学生良好的逆向思维，将会非常有利于提高中学生

对数学解题知识的理解，拓展学生的数学解题能力，提

高学生的解题思路，并提高中学生在解答相应数学题时

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时在中学数学解题的课堂教学中，

除了积极思考之外，还需要学习和训练逆向思维，教师

和学校要在数学教学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学生逆向思维能

力的培养，正确引导学生进行数学解题。尝试在解题的

过程中改变思维视角，换个角度思考，丰富学生的答题

思路，更有效地解决正向思维无法解决的数学问题，从

而塑造学生的思维方式并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总而言

之，基于本文的分析，对逆向思维在中学数学解题课堂

教学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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