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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一题多解”实践研究
侯安然

（句容市第二中学，江苏 镇江 212400）

摘要：处于初中阶段的学生思维相对较为活跃，学习知识和理解问题的能力也相对较好，正是提升思维能力的时机。我国的新课改

中也提出相应的要求，要求采取多种措施，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整体数学水平。对此，初中数学教师普遍采用“一题多解”

的教学方式以达到提升学生思维的目的。因为，“一题多解”一方面是初中数学教师教学的任务需要，另一方面是培养该年龄段学生数

学思维的良好的催化剂。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使得“一题多解”的培养方式难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反而有时出现事倍功半的尴尬情况。基于以上情况，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探索如何打造高效的“一题多解”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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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数学教学“一题多解”存在的问题

（一）过分追求结果

在实际的解题过程中，有些题目可以直接用一般、常规的方法

来进行解答，但是却有部分老师以培养学生思维方式为由对题目进

行多解处理，其中不乏一些流程繁杂、过程冗余、辅助工具复杂的

解题方法。虽然运用多种方法将一道题目解答出来了，但却把学生

搞得晕头转向，导致学生在实际的解题过程中，不知道哪种解题方

法更为合理。还有老师在教学中采用部分超出学生所学知识范围的

思想、公式来达到所谓的“一题多解”的教学目的，学生除了感慨

数学的博大精深，更多感受到的是晦涩难懂，而将更多的时间用在

理解其他无用的解题方法上，对其他知识的学习产生“挤出效应”。

而且，过多看似“精彩”的解题技巧不仅会增加学生的记忆负担，

更重要的是会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种只重结果而忽视解题流

程合理性、学生适应性的方式，教学双方都得不偿失。

因此，在教学中需要更加提倡“实用主义”而非“形式主义”。

在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学生的理解能力，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

和理解以“一题多解”的解法。重点关注易于理解、简洁明了的

解题方法，让学生体会到数学的简洁、实用、平易之美。

（二）模式流水化 

在“一题多解”的教学过程中，有的教师只告诉学生这种方

法是什么，而不是告诉学生为什么用这种解题方法，在解题中更

多的是机械地对解题方法进行罗列，然后对学生进行标准化的输

入，未达到真正的“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的教学目的。

试想，如果作为授课的老师都不能准确合理地讲出如何想到某种

解题方法，不能循序渐进地分析出最终的解题流程，只是采用工

厂流水线的形式对解题方法进行叙述，又怎么能期望学生有更加

深入的理解，学生融会贯通的能力又怎么能提高呢？

因此，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应该从基础出发，对解题的方法

和思路加入一些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并鼓励学生更多地参与进去，

找到适合学生理解的教学方法和“一题多解”思路。

（三）解题背后原理含糊不清

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学习知识的大好年华，内心有更多

的对知识的渴望和探索。学生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一道题会有多种

解法？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自己应该从何处入手？同样是对于题目

给出的已知条件，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推理演示过程才能得到理想的

结果，又是什么样不同的思考方向和路径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这都

是教学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作为教学老师，应该一步一步地对

学生进行思维引导，帮助学生理解，想学生所想，忧学生所忧，这

样才能更好地让学生理解“一题多解”背后的基础原理，达到融会

贯通的目的。

二、初中数学开展“一题多解”的实践探索

（一）灵活思维方式，开展一题多解

例题一、两个连续奇数的积是 323，求出这两个数？

方法一、设较小的奇数为 x，另外一个就是 2x + .

( 2) 323x x× + = ，

解方程得： 1 217, 19x x= = − .

所以，这两个奇数分别是：17、19，或者 -17，-19.

方法二、设较大的奇数 x ，则较小的奇数为
323

x

则有：
323 +2=x

x

解方程得： 1 219, 17x x= ± = ±

同样可以得出这两个奇数分别是：17、19，或者 -17，-19

方法三、设 x 为任意整数，则这两个连续奇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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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两个奇数分别是：17、19，或者 -17，-19

方法四、设两个连续奇数为 1, 1x x− +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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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两个奇数分别是：17、19，或者 -17，-19

（二）结合当下热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例题二、非洲 X 病毒流行，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援助，运送物

资支援非洲某国。江苏某药店捐赠了 1300 副 N95 口罩，900 副一

次性口罩，500 瓶酒精，进价共计 9250 元；另一药店捐赠了 200

副 N95 口罩，300 副一次性口罩，400 瓶酒精，进价共计 3200 元，

请问一只一次性口罩、一只 N95 口罩，一瓶酒精进价共为多少钱？

解：设一只 N95 口罩、一只一次性口罩，一瓶酒精进价分别为 x、

y、z 元，则根据题意，得：

1300 900 500 9250 (1)
200 300 400 3200 (2)

x y z
x y z
+ + =

 + + =

分析：此方程组是三元一次方程组，由于只有两个三元一次

方程，因而要分别求出 x、y、z 的值是不可能的，但注意到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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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x y z+ + 的代数和，因此，我们可通过变形变换得到多种解法。

1. 凑整法

解 1：
(1) (2)

3
+

，得 500 400 300 4150 (3)x y z+ + =

(2) (3)+ ，得 700( ) 7350x y z+ + =

10.5x y z∴ + + =

答：一只一次性口罩、一只 N95 口罩，一瓶酒精进价共需

10.5 元（下面解法后的答均省略）

解 2：原方程组可变形为

1300( ) 400( 2 ) 9250
200( ) 100( 2 ) 3200

x y z y z
x y z y z
+ + − + =

 + + + + =

解之得： 10.5x y z+ + =

2. 主元法

解 3：视 x、z 为主元，视 y 为常数，解（1）、（2）

得 5 0.5x y= − ， 5.5 0.5z y= −

∴ x+y+z=5.5+5-y+y=10.5

解 4：视 y、z 为主元，视 x 为常数，解（1）、（2）

得 0.5 10 2z x x= + = −，y

10.5 2 10.5x y z x x x∴ + + = + − + =

解 5：视 x、y 为主元，视 z 为常数，解（1）、（2）

得 0.5 11 2x z z= − = −，y

0.5 11 2 10.5x y z z z z∴ + + = − + + − =

3.“消元”法

解 6：令 0x = ，则原方程组可化为

900 500 9250 0.5
300 400 3200 10

y z y
y z z
+ = = 

⇒ + = = 

10.5x y z∴ + + =

解 7：令 0y = 0y = ，则原方程组可化为

1300 500 9250 0.5
200 400 3200 11

x z x
x z z
+ = = − 

⇒ + = = 

10.5x y z∴ + + =

解 8：令 0z = 0z = ，则原方程组可化为

1300 900 9250 5
200 300 3200 5.5

x y x
x y y
+ = = 

⇒ + = = 

10.5x y z∴ + + =

 4. 参数法

解 9：设 x y z k+ + = ，则

1300 900 500 9250 (1)
200 300 400 3200 (2)

(3)

x y z
x y z

x y z k

+ + =
 + + =
 + + =

( ) ( )1 2 3∴ − × ，得 0.5 (4)x z− = −

(3) 300 (2)× − ，得 3 32 (5)x z k− = −

∴由（4）、（5）得 3 32 0.5k − = −

10.5k∴ =

即 10.5x y z+ + =

5. 待定系数法

解 10. 设

(1300 900 500 ) (200 300 400 )
(1300 200 ) (900 300 ) (500 400 ) (1)

x y z a x y z b x y z
a b x a b y a b z

+ + = + + + + +
= + + + + +

则比较两边对应项系数，得

11300 200 1
2100900 300 1

4
500 400 1

2100

a b a
a b

ba b

+ = = + = ⇒ 
  =+ = 

将其代入（1）中，得

1 4 19250 3200 22050 10.5
2100 2100 2100

x y z+ + = × + × = × =

三、初中数学开展“一题多解”的建议

（一）鼓励学生提出质疑

十多岁的学生的脑海中时不时会有一些奇奇怪怪，天马行空

的想法。对于这种想法，教师不能忽视，而是可以尝试在学生思

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引导，帮助学生对同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解

法。并以此带动其他学生，加入对问题的思考当中，甚至会对题

目的解法提出质疑。教师要正视学生的这种质疑，因为随着学生

质疑的不断增加，题目的更多解法，更适合学生的思路会被挖掘

出来，学生也更乐意接受自己想出来解题方法，印象更加深刻。

此外，教师还可以对学生的质疑进行解答和总结，更好的发现学

生在学习和思维锻炼中存在的问题。

可以看出，对学生更多的鼓励和认可以帮助学生在需求多种

题目解法的时候，对数学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加深对知识点的

认知。这对学生思维能力的锻炼是非常重要的。

（二）培养学生的总结习惯

对待“一题多解”类型的题目，首先，教师需要向学生传达出准

确解题的思路和解题流程；其次，教师应该培养学生良好的总结问题的

学习习惯。因为该类型的题目往往会涉及很多的知识点。所以，学生很

多时候不能把握到题目的重点和所要考察的知识点，难以“透过现象看

本质”。教师应该保证学生自主学习的地位，让学生在自我探究中理解

“一题多解”的特点和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适当的培养学生总结能

力并在课堂上让学生分享自己的成果，一方面可以提升学生的表现欲，

另一方面还能活跃课堂氛围，帮助学生养成持续总结的好习惯。

（三）注重新旧知识的结合

对于初中数学知识，很多前后、新旧知识点之间都是存在一

定联系的。学生在未学习新的知识点的时候对于一道题目有 N 种

解法，但是在学习完新的知识后，利用新的知识对之前的题目进

行重新理解和思考，或许会得到 N+1 种解法。而且，有些题目会

结合多个知识点，学生在探究该题目的解法的同时，还可以对新

旧知识进行轮回巩固，加强前后知识的结合运用。

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在题目得到解法后对相应

知识点做进一步的研究，讲涉及的知识点，从旧到新依次展现出来，

形成逻辑体系，帮助学生做好新旧知识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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