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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学生认知能力的不断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越来越
强，初中是孩子能力培养的关键期。“问题是数学的心脏，学

数学就要解决问题”，数学问题解决能力成为初中学生需要提升

的第一能力，而问题解决能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
1　初中数学阶段培养学生“两项能力”的意义及现状

数学学科作为一项对学生的空间构建，思维能力，逻辑推

理能力的要求都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在这个过程中对培养学生
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有着很好的优势。针对正在处于综合能

力和智力能力慢慢形成的初中阶段，初中生有着很强的知识吸收

力和可塑性，因此教育应该抓住关键期，在课堂中贯彻落实培
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在初中的人生启蒙阶段

至关重要。

数学问题解决，是个体从题设的情景开始，运用已知的数
学知识，经过一系列的认知操作，对问题的各种信息进行加

工、改造，以改变问题的初始状，使之转化为目标状态的探求

过程。[1 ]数学问题解决是在新环境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每
次都能发现新问题，就是学生创新的第一步；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寻找新方法，这个过程就是学生创新的过程；数学问题

解决的过程也是知识技能的重组过程，又是创新能力的塑造过
程。目前数学课堂对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存在如下问题：一是

都是给出问题情境和数学问题，这一过程就带有一定的指向性，

由于课程的限制，教师无法让孩子太广泛的分析现实问题，也
缺少实际问题抽象的能力，解决的都是数学问题而非实际问题；

二是数学课堂的教学资源有限，孩子很难在课堂上运用科技的力

量寻求新的途径和方法去实现问题。
2　对培养初中数学教育“两项能力”的建议

2.1 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寻求多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传统的教育模式下都会固化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可以通过
引导学生发散的思维，多种办法的解题思路让学生改变原来的固

定思维，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对于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进行分析，灵活变通，多种办法去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使学习
的效率和质量提高。在过程中不断尝试，但最终的答案都是一致

的。这也鼓励学生积极创新方法，探求解决问题的不同路径。

例如:教师在学习“求解一元一次方程”这一课时，对|1-
x|+|x-4|=5，求出方程式中x的取值范围。根据以往对绝对值的

化简要讨论绝对值里面数的正负，进行分类讨论，从而得出结论。

但是往往忽略了绝对值的几何意义，它还可以表示两点间的距离，
理解成x到1和4距离和等于5。这里可以总结绝对值的应用大多

数在数轴上或行程问题中。学生在做这类应用题的过程中，针对

不同的题型要有不同的办法去解决问题，不能固化原有的思维模
式。同一问题可寻求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有限的教学环境下

通过知识经验的积累寻求不同的解决办法。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要

初中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与创新能力研究

周　鑫
长春北师大附属学校，中国·吉林 长春 130000

【摘　要】数学问题解决能力是学生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问题解决能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调查数学教学中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培
养出现的问题，根据问题解决教学的基本步骤，分为数学教学三个阶段，根据这三个阶段结合问题提出教学建议：建立有效的数学
教学情境；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寻求多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利用信息技术帮助归纳反思。得出在数学问题解决过程中教师应引
导孩子多操作实践，提升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结论。

【关键词】初中数学教学；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

积极的对学生进行引导，增强各项能力，积极寻找最优的解决问

题的办法，在实践中更好的得到经验。
2.2利用信息技术帮助归纳反思

教师在反思总结的过程中引导孩子找到探究过程中的变化关

系或变化量。在信息技术发展越来越强大的情况下，可用计算机
模拟变化的量，如何借助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是值得

我们去思考和研究的。教师应该在借助实验的情况下激发学生的

创作灵感，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让学生不断的进行观察和
尝试，增强其实践能力，还可以对所学知识更好的进行应用[2]。

例如：在学习“三角形三边关系”中，教师可利用多媒

体软件（例如：几何画板）提前制作好相关动图，如图 1，让
学生体会生活中三条线段能拼成三角形的条件，分析两条线段长

度是没有变化的，那么第三条长度的变化情况，总结发现：其

本质是长度不变的两条线段分别为j、k，第三条变化长度为l，
第三个顶点的轨迹可看成以B为圆心k为半径画圆，第三条边最

大值与最小值就是三点共线的情况，进而确定第三条边的长度范

围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两边只差小于第三边。

图     1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培养学生的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

力，初中阶段教师要引导孩子多尝试，在尝试中提出问题，在尝

试中找到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在尝试中总结实物共性和普遍规
律。让学生原本单一的解题方式更加的多元化，让学生掌握大环

境下拥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发挥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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