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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小学数学开放题设计促进创新增效研究 
◆姚锦芬 

（广西岑溪市实验小学） 

 
摘要：小学生由于自身原因的限制，分析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都有所欠

缺，导致小学数学在学习的过程中比较困难，而小学数学开放题的引入，

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开放题的设计，不仅帮助学生培养了数学的解题

思维，还促进了他们逻辑思维的养成。当然在小学数学开放题的设计上

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小学开放题的概念开始阐述，并列

举出在优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给出优化小学数学开放题设计的参

考措施，以此来推动其优化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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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小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小学数学的教学方式也发生了
改变，为适应新形势的教育理念，小学数学教师应该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来对自身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做出调整，以适应当
前小学教育的课程需求。数学问题作为教师对学生学习知识的考
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设计问题的时候，时常因为不能
对学生学习情况有深入的了解，因此在题目设计方面，很容易脱
离实际，尤其是这些问题当中的开放性试题，倘若设计不合理，
不仅不能起到发散学生思维的效果，反而造成他们心理压力。 

一、小学数学开放题的设计概念 
小学数学开放题的设计概念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这种题型

的不确定性。根据其题型的特点可分为两种：第一，题干的设计
具有不确定性。简单来说就是在设计题目的时候，在题干设计部
分，给出更多的解题条件，这些解题条件通过不同种组合，可以
得到不同的答案，使数学题目具有不确定性。第二，答案的设计
具有不确定性。简单来说就是数学问题中的一题多解。题干给出
基本条件，但是答案因为采用的解题方法，或者解题思路不同，
在答案上，也自然不同。 

二、优化小学数学开放题设计遇到的问题 
（一）教学观念落后 
在小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并没有意识到新课标改革的目的是

为了构建以学生和老师作为共同体的课堂教学，而不是仍是老师
作为教学主题的教学观念。开放性试题作为数学计算中，唯一具
有多种答案的数学问题，它既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培养，也可以为
学生与教师的沟通搭建了桥梁。当然开放题在数学的实际课程当
中，也有很多问题，但由于教师思想观念落后的缘故，并不重视
对于开放性试题，更别提对其进行妥善的优化，这也是现阶段推
进优化小学数学开放题设计遇到的一大问题。 

（二）教学模式落后影响优化 
在对小学数学开放题设计进行的优化的过程中，遇到了因为

教学模式的落后，因而在实践过程中不能展开，因此对学生的学
习造成影响。小学学生正处在思维活跃，但动手能力有限的年纪，
但教师还是沿用旧的教学办法，对学生进行灌输式教学，将学生
的思维禁锢，使其学习效率受到很大影响，也难以培养他们的发
散性思维。那么在进行开放题的设计的时候，教师对于题型的设
计，无法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设计。 

（三）教学环境限制优化 
除此之外，教学环境将学生限制在教室的一亩三分地里，让

他们基本失去与外界接触的机会。但一些开放性试题，大多来源
于实际生活，学生如果对这些生活知识不了解，就会影响开放性
试题的解答。教学与实际的不匹配，严重影响了开放性试题的设
计范围，导致优化难以进行。 

三、开放题设计方法与发散性思维培养 
（一）、开放题设计方法及优化 
小学生开放题设计的基本方法有以下四种。第一陈题转新。

简单来说就是将数学题目中的条干进行调整，使得问题的结论多
种多样，利用题目引导小学生自己尝试去寻找多种解决问题的办
法。这既是对他们独立自主能力的培养，也培养了他们数学解题
的思路。 

第二，进行结论上的补充。简而言之，就是对数学问题中，

根据题目所得到的数学结论进行扩充，使其原题结论的唯一性变
成不确定性，或是直接将原题的结论直接摒弃，使学生通过对题
干的认知，来得出自己不同的答案。 

第三，创新开放题的提问方式。对小学数学问题的提问方式
进行创新，将一些比较常见的为什么？怎样？等词，进行创新，
得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之后，能解决实际生活的问题，或者利用情
境模拟的方式，使解决问题，变成解决困难，乐于助人等。这样
进行优化之后，开放题不仅能使开放题更贴近实际生活，也有助
于他们道德素质的提升。 

第四，对小学数学问题进行条件与结论的互换。本来应该是
由题目给出的条件来得出结论的，但是现在通过结论，来推理出
所需的重要条件。这是数学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比较常见
的互逆法。经常有学生由条件可以得出结果，但是由结果得出条
件的时候，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出错，其原因就是对于知识的了解
程度不够深，而互逆的办法则使他们对于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 

（二）、发散性思维培养 
优化小学教学开放题，要注重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

在小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自己去解决问题，让他们
换不同的解题方法来进行尝试，以此来培养他们的发散性思维，
让他们不局限于一个问题一种解题的方法，极大的开发他们的思
维能力，让他们拥有的是解题思维，而不是解题答案。 

第一，要培养在学生的发散性思维，首先教师应该转变其落
后的思想观念，将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注重起来。然后在课堂
教学过程当中体现出来，例如增加课堂上老师与学生的互动环
节，使得学生能与教师有更多的沟通实践，让他们的思维不会被
因为教学环境而受到束缚。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进行数学问题的提
问与解决，来培养他们的积极主动的学习习惯。 

第二，通过开放题设计的趣味性培养发散性思维。传统教学
当中的题目设计，大多是根据教材来进行编制的，因此设计出来
的题目，大都比较生涩难于理解，不管是对学生对于知识点的学
习，还是对其他能力的培养都非常不利。所以教师在设计开放题
的时候，利用上文中的设计方法，将开放题变的丰富有趣，来帮
助学生培养他们的发散性思维能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优化小学数学开放题的设计不仅对教师的教学具

有很大影响，也对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培养起到促进
的作用。而开放题在优化设计的过程中，首先要遵守开放题的核
心，即不确定性。然后根据学生自身的实际情况，将各种基本的
开放题设计方法，融入到教学活动中去，来提升小学数学教学的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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