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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思维在初中数学解题教学中的综合应用
顾新伟

（无锡东北塘中学，江苏 无锡 214191）

摘要：逆向思维是一种从问题的结论出发反向求解，因此也被称为求异思维和反向思维。初中数学题型逐渐丰富，且求解难度有所增加，

其中部分题目可从已知条件出发，轻易得出答案，也有一些题目的求解则需要用到逆向思维，即从问题的结论出发反向求解题目。初中

是初中生思维模式发展的关键阶段，数学教师充分利用解题教学培养初中生逆向思维，帮助初中生有效提升思维逻辑能力、丰富解题思路。

因此，笔者结合教学实践，分析逆向思维在初中数学解题教学中的综合应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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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习的趣味性在于，初中生可以不断地发现、思考、分

析问题解决途径，通过不同的思路解决问题。初中数学教师要抓

住学科特点，利用解题教学提升初中生思维品质，促进其数学问

题解决能力的体系化、完善化发展。其中，逆向思维是一种重要

且常用的初中习题求解方法，也是初中生发展思维品质的重要方

面，教师要不断创新逆向思维在初中数学解题教学中的综合应用

方式，促使初中生逆向思维能力与解题能力发展相互促进。

一、逆向思维的含义

逆向思维是重要的发散性思维表现形式，也是提升初中生思

维品质与解题能力的重要方面。逆向思维以一种从问题的结论出

发反向求解，要求求解主体打破原有思考方式的禁锢、思维习惯

的束缚，使用与自身习惯性思维方式的反方的分析、判断、推理

方式获得问题答案，因此也被称为求异思维和反向思维。将逆向

思维应用于初中数学解题教学中，即是教师引导初中生基于原有

知识体系与学习基础，通过反向分析、判断、推理方式建立重新

认知，从而形成使初中生形成全新的理解方式和知识认知。

二、应用逆向思维在初中数学解题教学中的综合应用价值

（一）拓展初中生数学思维

在初中数学解题教学中，逆向思维是比较常用，很多时候难

以从已知条件出发轻易得出答案题目，都可通过逆向思维的综合

应用顺利获得答案，比如定理和逆定理、运算与逆运算的相关习

题等。在基于正向思维初中数学教学实践中，初中生学到的法则、

公式知识普遍具有正向思维性质，如果教师不对此引起重视并通

过一些教学手段进行调整，初中生很容易形成思维定式。思维定

式的形成对初中生发散思维有束缚作用，不利于初中生思维品质

的发展。故而，初中数学教师要在解题教学时合理融入逆向思维，

以帮助初中生调节思维状态，促使其掌握逆向思维方式，提高其

思维逻辑的灵活性，这对于初中生通过数学视角认识并解决生活

问题有积极促进作用。

（二）促进数学概念、法则的领悟

概念与法则是初中数学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引导

初中生正确理解数学概念、如何帮助他们掌握运算法则的应用方

式，是教师教研的重要领域。很多时候，基于正向思维运用数学

概念与法则并不能解决问题，教师需要引导初中生尝试基于逆向

思维解题，这就要求教师训练初中生逆向思维能力，加深初中生

对数学概念、法则的领悟，促使他们掌握一些逆向求解技巧，从

而拓展其解题思路。

（三）促进双向思维的培养

许多初中生在数学题目求解中存在思维惯性，无法有效发散

思维快速发现数学题目的求解途径。将逆向思维应用于数学解题

教学，能够帮助初中生转换解题思路，从新的视角思考问题。教

师可以训练初中生综合性应用逆向思维和正向思维求解，引导其

借助双向思维高效掌握数学知识以及相关习题的求解方法，并加

强初中生双向思维能力培养，提升初中生对数学知识的领悟能力。

三、逆向思维在初中数学解题教学中的综合应用策略

（一）强化逆向思维在数学概念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初中数学概念教学是帮助初中生掌握新数学知识的初始环节，

教师要在解题教学活动中加强对逆向思维的综合应用，以深化初

中生对相关数学概念的理解，帮助其掌握灵活求解数学问题的方

法。也就是说，教师不仅要引导初中生对一些解题模式进行模仿

学习，而是要在思维层面培养初中生思维灵活性，避免其形成惯

性思维。

例如：在教学“相反数”概念时，教师可在教学活动中融入

逆向思维训练，加深初中生对“相反数”的理解，强化初中生逆

向思维。首先，数学教师要先从正面入手提出问题——“什么是

相反数”，引导初中生初步掌握课堂内容。其次，待初中生形成

自己的理解，并反馈给教师之后，教师从反方向提出问题——“xx

的相反数是什么”，并为初中生设计相应的习题如下。若 q=-3，

那么 -3=? 若 -q=-3，那么 q=?

有目的的通过习题设置让初中生从正反两个方向思考问题，

有助于强化初中生逆向思维锻炼，可以帮助初中生灵活掌握数学

知识，为其求解难度更大相关习题打好思维能力、知识积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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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挥逆向思维在数学定理中的作用

在初中课程中，定理教学内容是比较常见的，教师要充分认

识到初中生准确、深入理解定理，是解题的先行条件，并在日常

教学中渗透逆向思维能力培养。如此，不仅可促使初中生掌握在

初中阶段的数学解题中灵活应用逆向思维的能力，而且可以有效

提升初中生解题速度和学习数学的能力，对初中生思维品质全面

发展具有显著提升作用。

例如：在引导初中生探究全三角形判定的定理时，教师可在

讲解完先关知识点之后，提出一个关于三角形全等的原命题，让

初中生借助逆向思维判定其是否为真。在初中生肯定或者否定原

命题的过程中，可检验初中生对全三角形判定定理的理解情况，

提升初中生知识理解全面性，这不仅节省了课堂时间，而且是对

初中生数学思维能力的有效促进。相关教学实践表明，合理渗透

逆向思维培养，可以促进数学定理教学效率的提升，能够高效培

养初中生数学解题思维，符合新课改要求与初中生数学学习能力

发展要求。

（三）在数学解题技巧中应用逆向思维

在训练初中生数学解题技巧的过程中渗透逆向思维能力培养，

引导初中生在解题过程中反复研究题型及其求解思路和技巧，帮

助初中生逐步积累学习经验。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充分发挥自

己的指导作用、课堂节奏把控作用以及启发作用，通过适宜的数

学习题设置方式和教学过程，帮助初中生积累逆向思维应用经验。

首先，在逆向运算中，教师可通过让初中生计算 238×（-63）

+238×59-10×238-94×65+79×65 这道题目，尝试运用逆向思维

进行运算。这道运算习题涉及乘法分配律的问题，如果初中生基

于对其中各个元素的综合性分析，可借助逆向思维技巧有效降低

该习题的求解难度。在讲解这类习题时，教师可首先为初中生示

范不同求解方式，要求初中生总结不同求解方式的异同之处，培

养初中生细心观察题目的学习习惯，然后再借助乘法分配律的逆

向运算解答该习题，帮助初中生掌握一种新的解题方法和思路。

其次，教师可从问题的对立面入手设置习题，培养初中生逆

向思维能力。比如，引导初中生计算“某两个方程至少有一个方

程有实数根的数学问题”时，可先让初中生借助正向思维求解，

当初中生发现求解困难时，继续设计新的引导语言，促使初中生

从逆向思维的角度对该类型的习题进行求解。

（四）逆向思维在初中平面几何问题中的运用

教师在平面几何题目解题教学中有效渗透逆向思维能力培养，

引导其在看似烦琐复杂题目中提炼出解题要素，从而促使解题思

路变得更为简单化和清晰化，这有助于初中生快速确定解题的方

向，掌握该类题型求解规律。

例如：初中数学教师在教学有关平面几何的解题方法时，可

让初中生多尝试利用逆向思维找寻解题思路、分析题目已知条件。

教师引入 2018 年的一个中考题，引导初中生探索平面几何问题求

解思路与规律，取得了很好的课堂效果。

题目为：平行四边形 ABCD 的对角线 AC，BD 相交于点 O，

EF 过点 О 且与 AD，BC 分别相交于点 E，F，求证：OE=OF。

笔者引导初中生在解题时从结论出发分析、整理所需解题条

件。△ AOE、A COF 上的两条边正好是 OE 和 OF，初中生很快在

教师引导下发现需要证明 OE=OF，解题思路逐渐明确。通过教学

实践可知，使用逆向思维反向推导出△ AOE 与△ COF 之间的关系，

可以使得本题求解问题迎刃而解。

（五）在解题一般模式教学中的应用

逆向证明即反证法，它以逆向思维为基础，探索相关问题的

证明方式，是求解绝对证明题的常用方法。利用逆向思维将证明

结果进行假设，而后再结合假设完成推理，若推理结果证明该假

设符合事实则其成立，反之亦然。逆向证明法的应用，降低一些

证明题的求解难度，并促进初中生逆向证明的意识的形成。

例如：在讲解概率问题时，教师可引入反证法教学习题求解

方式，帮助初中生对随机事件发生概率的判定方法。引导初中生

判断“没有水分，种子发芽”是随机事件、必然事件还是不可能

事件时，教师可为初中生示范利用反证法辅助判断，提升初中生

求解概率问题的正确率。这类题目与初中生生活经验联系紧密，

初中生难免会下意识地将生活经验作为依据判断，这种情况下初

中生难免忽视一些偶然情况。利用反证法辅助求解则能够提升初

中生思维严密性，避免其求解习题时发生失误。

四、结语

综上所述，数学知识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教师在为初中生讲

解习题时，要重视学生思维品质提升，将分享思维能力培养合理

渗透于习题讲解的各个方面。对于初中数学的习题讲解而言，逆

向思维培养是极其重要的课堂任务，它聚焦初中生解题能力和科

学思维水平的全面拓展与提升，可以有效促进初中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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