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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设问题 培养小学生数学高阶思维
邓春香

（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二小，北京 102300）

摘要：随着国家核心素养框架的颁布，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成为当前教学关注的焦点。本文结合小学数学教学活动设计，对如何培

养学生高阶思维进行了探索，主要策略是巧设问题，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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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核心素养框架的颁布，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已成为

当前教学的热点。高阶思维是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层次上的心智

活动或较高层次的认知能力，主要由问题求解、批判性思维、创

造性思维能力构成。在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中，高阶思维表现为

分析、评价和创造。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需要开发相应的数学

活动，让学生经历高阶思维活动的过程。本文将以批判性思维、

创造性与问题解决三个方面为重点，结合具体的真实案例，探索

如何巧设问题，培养高阶思维能力。

一、基于问题设计，培养小学生高阶思维的教学案例

在日常教学中，基于高阶思维发展的数学问题设计对促进学

生数学高阶思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问题设置具有逻辑性，强调

探索活动中的反思、质疑、评价。学生在课堂中，在遇到问题时，

围绕高阶思维核心要素设计的几个问题将带领他们层层深入思考。

以下以《三角形面积》为例，对如何巧设问题，培养高阶思

维进行说明。

（一）操作探究类问题

这类问题指学生围绕核心问题，提出构想，操作实验，记录

结果，需要组织知识、建构意义、建构方法，探究问题产生的过程，

问题形成的结构，问题解决的方法，培养问题求解能力。回答范

式是：我观察（联想）到……我的问题解决过程是……

　　有直角三角形、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

平行四边形和梯形图片；下面有格子中的图形，图中每个小方格的

边长是 1 厘米。请你选择图形，或者利用电脑操作实验，研究怎样

计算三角形面积？

图 1   多个图形展示

探究活动中，为学生准备了彩纸、剪刀、方格中的多个图形，

为学生操作探究提供条件。格子中的直角三角形，使学生能直观

地想到再复制一个全等的三角形，构成长方形，将未知转化为已

知。在学生对中位线等概念较为生疏的情况下，设计在待研究的

图形上附有计量单位的方格背景，引发了学生沿中位线分割，转

化图形的想法。这类问题强调对每一步问题求解的过程进行解释，

所依据的原理、法则是什么。 

（二）联想证明类问题

经历方法的选择，不同方法的求解过程，阐释相似点、归纳、

演绎，探索不同问题的内在联系，培养问题求解和创造性思维。

回答范式：改变方法，再次操作探究，记录。

学生发现了将两个直角三角形拼成长方形，可以推导出直角

三角形面积计算方法，立刻重新选择图形，利用“拼”或者“分割”

的方法，思考锐角三角形和钝角三角形面积的计算。

（三）引申思考类问题

运用相关方法分析，创新思维视角，列举更好的实例，发现

更好的方法，培养批判性思维。回答范式：我认为……因为……

从这个角度我想……

在这一环节中，学生提出一个锐角三角形沿中位线割补，可

以转化为平行四边形。因为一个直角三角形能转化为长方形，从

这个角度想，一个锐角三角形也能转化成平行四边形，并利用图

形操作实验，最终利用这一方法，推导出三角形面积计算方法。

（四）反思质疑类问题

这类问题启发学生对自己的习得反思，对他人观点质疑，

评价，逐渐深化知识建构的层次，培养批判性思维。回答范式：

关于你的方法，我有如下疑问……关于我学到的知识我有如下

疑问……

学生产生问题，“为什么要除以 2”；“两个三角形拼成图

形，要除以 2，为什么这次不是利用两个完全相同的三角形拼接，

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进行转化，也要除以 2 ”。问题提出后，学

生在互动交流中，自然生成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产生与对方

的思辨。学生对自己的思维意识、知识与方法进行反思、批判性

的自我思考，对他人观点进行评价，提供理论或事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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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迁移变异类问题

抽象、阐释主题所蕴涵的意义，阐述自己的观点；能在相似

情境中，举一反三，迁移新的知识与方法，勾连知识间联系，形

成脉络体系，培养创造性思维。回答范式：我认为如果……会发

生……

这一环节中，学生想：如果两个完全一样的三角形能拼成平

行四边形，会发生两个完全一样的梯形能拼成平行四边形。想法

产生后，有的同学利用图形进行转化，有的同学操作电脑，不断

尝试，转化图形，并发现确实成立，最终推导出梯形面积计算方法。

实现了与已有知识方法形成关联，迸发出有意义的联想和领悟，

感悟原来很多知识与方法是有共性的、是相通的。 

又如：《乘法分配律》

部分问题呈现：

问题 1：一件上衣 64 元，一条裙子 82 元；一张桌子 185 元，

一把椅子 125 元。学校要购买 5 件上衣，5 条裙子；8 张桌子，9

把椅子，一共需要多少元？观察所给信息，分析信息间的联系，

提出构想，利用不同方法计算价格。

问题 2：反思质疑，为什么能用两种方法计算？方法不同，

结果一样，两个算式相等。两个相等的算式有什么特点？

问题 3：猜测与检验，研究到这里，你有什么新想法？如果

两个数地和与一个数相乘成立，那么两个数的差与一个数相乘成

立吗？三个数的和或差与一个数相乘，具备这样的规律吗？

在计算商品价钱过程中，问题引领下，学生自觉得到两种解

决方法，也就得到两个算式，为建立等式，初步感知乘法分配律

做好铺垫。不同层级问题，标志性语言引领，让学生自觉思考，

类似会有什么规律产生，应该怎样去检验。由现有的结论，进一

步思考，得出新结论，深化对规律的理解。学生猜测如果两个数

地和或差与一个数相乘，具备乘法分配律的规律特征，那么两个

数的和或差与一个数相除是否具备这样的规律呢？学生在深入理

解新问题的基础上，对关键点进行分析判断，在相似问题情境中

举一反三，经历将具有相同结构的现象不断数学化并抽象出模型

的过程。

提出构想，操作实验，记录结果，需要组织知识、建构方法，

学生观察到……问题解决过程是……在回答范式改变方法，再次

操作探究的语言引领下，经历方法的选择，不同方法的求解过程，

阐释相似点、归纳、演绎，不断发现和探索问题的内在联系及其

规律性；在“关于你的方法，我有如下疑问……关于我学到的知

识我有如下疑问……”问题引领下，运用相关方法分析，创新思

维视角，列举更好的实例；在此基础上，迁移变异，抽象、阐释

主题所蕴涵的意义，阐述自己的观点，能在相似情境中，举一反三，

迁移新的知识与方法，勾连知识间联系，形成脉络体系。

（a ＋ b）×c =a×c ＋ b×c

（a-b）×c =a×c-b×c

（a ＋ b ＋ c）×d=a×d ＋ b×d ＋ c×d

（a ＋ b）÷c=a÷c ＋ b÷c

典型化的问题设计，如同语文的造句一样，学生在不同层级

问题的引导下，抓住相关信息条件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初步发

现规律，接着从已有的结论中通过适当的联想、变换，生成新想

法和新概念，再通过猜想、证明，推理、归纳，获得新结论。本

文中的问题设计正是引导学生对知识感知、理解、内化、概括，

对概念特征的刻画准确，让对象间的联系稳固，问题解决的方法

新颖多样，让新概念和新方法不断生成，形成网络认知结构，培

养高阶思维。

层层深入的问题设置，凸显的学生、教师语言与行为，让小

学生高阶思维的培养落在实处。几个问题将带领学生层层深入思

考，让他们经历了：问题求解，初获结论；质疑批判，修正观点；

总结概括，反思梳理；迁移变异，生成新知，的思维过程，层层

递进的问题设计与高阶思维的发展是高度契合的，强调探究的原

理性、缜密性、逻辑性，从而培养学生高阶思维。

三、结语

本文强调，以 “操作探究类问题”“联想证明类问题”“反

思质疑类问题” “引申思考类问题”“迁移变异类问题”等突出

问题为核心，以相对固定的回答范式做依托。基于不同教学内容，

会有一些问题设计的变化。突出的问题线索，常规化的活动设置，

学生在强烈的动机驱使下探索，长期的思维倾向已形成，问题求

解、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生成，促进小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

有助于实现深度学习，发展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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