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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初中数学教学中学生逆向思维能力的培养 
◆刘  安 

（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东郭学校  辽宁盘锦  124110） 

 
摘要：随之新课改和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

培养。在初中数学教学中，通过创新教学方式的应用，进以培养学生的

逆向思维，在实现有效教学中，更有助达成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目

标。基于此，笔者就“逆向思维”概念展开阐述，进以探讨了如何在初

中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以期为提高初中数学教学提供有益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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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初中数学具有较强的体系性、关联性，也是一门具有
很强逻辑思维的学科[1]。在以往的教学中，老师注重对理论知识
的讲述，为学生不断地讲解答题技巧，忽略了对学生独立思考能
力的培养。新课改的全面实施，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
即在学生掌握数学理论下，对于多种形式的问题，能够以顺、逆
向两个角度审视问题，进以较为迅速的找到最快捷的解决途径，
活用数学理论知识思考问题、分析问题。与此同时，也使学生在
数学学习中可以充分的发散思维，进而促进中学生的数学能力的
全面提高。 

一、“逆向思维”的含义及重要性 
逆向思维是相对于顺向思维而言，一般人们较于习惯顺向思

考。而对学生逆向思维的培养，是培养中学生发散思维的一种[2]。
逆向思维又被称作求异思维，在数学中指与标准解答不同的思维
意识。有助于学生摆脱对常规定式的解答的束缚，在数学学习中
具有新的灵感和创造性，换一种角度来分析问题，反向思考，进
而能够快速找到解答思路。逆向思维的运用，有助于促进学生构
成立体的数学知识网络，使教学不局限于标准答案，更是需要多
角度衡量，进行新的创造。 

在数学思维中，逆向思维作为创造性认知，一方面，能够更
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数学知识；另一方面，在实际探究中，
培养学生的数学兴趣，并同步提升其数学学习的创新意识。在现
阶段的数学教学中，对于学生逆向思维的培养还处于探索阶段，
是教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鉴于培养学生逆向思维的重要性，需
引发广大初中数学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实行多元教学，使学
生的逆向思维得到相应的发散。毕竟—— 

1、作为一门抽象性很强、较为体系化的一门理性学科，初
中数学中很多知识点是融会贯通的，往往解题也是需要分层推
进、逐步运算和分析。进行逆向思维的培养，有助于学生辩证全
面的看问题，使零散的知识点结汇成知识体系，能够进行反向分
析得出结论，体现数学科学的逻辑性。 

2、初中生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其思维形态也开始由具
象认知向抽象认知过渡。在此阶段中，初中生的学习能力、思维
意识具有显著的活跃性，通过培养其逆向思维，能够拓展学生的
思维训练，在普及数学理论知识，培养其创新思维、理解能力的
基础上，使其发散思维得到较好的培养。 

二、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逆向思维的策略 
2.1 引发学生的主动思考，激发其思维的活跃性 
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需要教师在数学教学中的充分的引

导。若教师采取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强调解题方式的标准性，使
学生对数学具有定式认知，将有碍于学生的主动思考意识[3]。相
反的，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发散思维，教师应鼓励学生进行多角
度思考，以激发其探索意识和求知欲。例如：分解因式:(x2+4)2

－16x2。 
分 析 : 要 把 (x2+4)2 － 16x2 分 解 因 式 ， 可 正 向 运 用 公 式

(a+b)2=a2+2ab+b2，把(x2+4)2 展开后，合并同类项，再逆向运用公
式(a+b)2=a2－2ab+b2 和公式(a+b)(a－b)=a2－b2 可完成(见解法一)；
也可以直接逆向运用公式(a+b)(a－b)=a2－b2 和公式(a±b)2=a2±

2ab+b2 进行快速分解(见解法二)。 
解 法 一 :(x2+4)2 － 16x2=x4+8x2+16 － 16x2=x4 － 8x2+16=(x2 －

4)2=(x+2)2(x－2)2； 
解 法 二 :(x2+4)2 － 16x2=(x2+4)2 － (4x)2=(x2+4+4x)(x2+4 －

4x)=(x+2)2(x－2)2。 
以此教学，使学生直观的意识到在解决数学题目时，有些需

要从正、反两个方向寻求解答，有些问题顺向解答比较繁琐，可
以尝试用逆向思维找到更快速的解答途径。不以标准答案作为限
定，鼓励学生以多种方式进行问题解答，激发其思维的活跃性。 

2.2 对数学概念的学习中，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 
数学中具有很多概念性理论，可让学生们进行概念理解的同

时，培养其逆向思维。例如:在进行《相反数》概念教学时，教
师可考虑从正面提出问题：相反数是什么？再从反方向提出问
题：什么数的相反数是什么？同时，还可以设计如下互逆的问题：
如果β=-9，那么-β= ；如果-β=-9，那么β= ；在教学“余
角”概念时，教师也可以这样引导学生从顺、逆两方面来理解此
概念：“如果∠A+∠B=90°，那么∠A 和∠B 互为余角”，相反的
“如果两个角互为余角，那么两个角相加为 90°”。注重对学生
逆向概念的普及，习惯从顺、逆两个角度巧设解答，不仅有助于
学生逆向思维的形成，更使学生对知识理解的更透彻。 

2.3 培养学生的反证能力，以提升学生的解析能力 
解题思路是解答数学问题的关键。因此，培养学生的逆向思

维，可运用先顺推，建立学生初步的数学意识，后逆推，使其具
有一定的逆向思考能力，然后进行顺、逆比较。或者采取反证法
教学，从数学命题的结论的反面着手，假设其命题的反面结论是
正确的，然后运用所学证明结论，以判断结论的正确与否。运用
此类教学方式，不仅有助于学生对以往知识的联系，用以佐证字
的观点，更将通过其自行求证的方式，巩固其对数学知识的印象。
在培养学生逆向思维中，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4]。
例如：教师可设定这样的假设“三角形有可能具有两个直角或钝
角”的命题，让学生通过逆向思维进行判断。学生们会通过分析:
三角形直角 90°，钝角 90°-180°，如果有两个以上的直角或
钝角，两个角相加就≥180°，外加另外的一个角，这与三角形
内角和 180°相悖，所以命题是不成立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教育中，更加注重对学生全面素质的综合

培养。作为初中数学教师，应摒弃应试思维，在加强理论传授的
同时，不断创新教学理念，培养学生的多种思维能力，使其数学
核心素养逐步提升。特别是新时期社会及科技的迅猛发展下，对
人才的需求门槛愈发提高，学生只具有解题的单向思路，能够在
考试中取得高分是远远不够的。数学教学的重要性，在于培养学
生的多种多种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在对学生的逆向思维培养
中，更加强化其思考的逻辑性，使数学知识能够从点、线中形成
反应连接，无论题目变换为哪一种形式，中学生都能够具有清晰
的条理性，并能够通过顺、逆思维的自然转化，进以发挥数学教
育的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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