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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是提升学生数学综合素养的重要路径。当前，问题解决能力在国内外数学教育教学

领域都备受关注，但如何有效提升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在实际教学当中，

教师对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容易走向误区，使得结果适得其反或者毫无作用。本文简要分析

了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培养过程中存在的误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有效方

法，以期为相关教师带来助益，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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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
sive literacy in mathematics. At present,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but how to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math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is still a challenging problem. In the actual teaching, teachers’ train-
ing of pupils’ mathematical problem-solving ability is easy to go wrong, which makes the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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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productive or useless.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misunderstandings existing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methods to train students’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in order to bring benefits to 
relevant teachers and help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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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内涵解读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将“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会用数

学的思维思考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世界”作为数学课程需要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新课标确立以

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课程目标，强调学生需运用数学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作用[1]。然而，当前部分教师对于“问题解决”能力的

认识存在局限，将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等同于学生问题解决策略的掌握。而国内大多研究问题解决策略主

要是针对解数学应用题而言，问题解决策略也被片面化地理解为做题的方法，而策略的形成发展主要依

靠简单的模仿和机械训练[2]。这给一线教师对学生数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培养造成误区，使得教师在教学

中仅重视知识与技能的传授。 
在我国，有关数学问题解决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阶段、逐步发展阶段、深化研究阶

段[3]。在教学目标视角之下，学习怎样解决问题是数学学习重要目标，学生需更加主动、广泛和深入地

激活自己的原有经验，理解分析当前问题的情境。在认识活动视角之下，波利亚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

他认为数学问题解决是个体通过认知活动与行为活动，寻求摆脱问题困扰的路径[4]。喻平教授认为问题

解决是个体在长时记忆中提取出已有认知结构并在问题情境中使用的过程[5]。在数学能力的视角之下，

问题解决被视作一种能力，并且不是单一的能力，而是集问题表征与变换、解决问题等方面的综合考虑。

创造性活动视角之下，问题解决被看作发展创新意识的重要载体，个体的虚心、好奇心和探索的态度是

基础。在教学环节视角之下，数学教学当中进行实际应用练习的环节被称作问题解决[6]。可见，问题解

决能力涵盖多种思维活动和认知过程，包括在情境中自主发现数学问题、探究问题结构、符号化表征和

变换数学问题，根据数学关系和规律探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自主调控解题策略，最终创造性地解决数学

问题并对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进行验证与反思等综合素养。 

2. 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价值所在 

2.1. 以“问题解决”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SCANS (职场基本技能达成秘书委员会）将“问题解决能力”作为“更聪明的工作”的核心要素，

并把其放在 21 世纪核心素养框架的中心地位，同时“问题解决能力”也是 PISA 测试的重要部分[6]。有

学者从 29 个核心素养框架中梳理出 18 项核心素养，其中，问题解决在各国际组织和经济体高度重视中

排名第二[7]。崔允漷教授指出，培养学生在真实情境当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学生核心素养形成的关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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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近年来项目式学习、基于问题为导向的学习、问题串的深度学习等教学模式都是聚焦于发展学生

的问题解决能力而兴起的。可见，问题解决能力作为一项数学综合能力逐步受到各界重视，是学生核心

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良好的数学问题提出能力能为学生终身学习奠定基础，帮助社会培养高素质、

高质量人才。 

2.2. 以“问题解决”引领教与学方式的变革 

讲授法是当前课堂教学中使用最高、最广泛的一种教学方法。相关研究表明，讲授法与学生数学问

题解决能力的发展呈负相关，因此，为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需灵活运用各类教

学方式，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解决”为线索的教学方法，将新课改的理念落实在实际教学

活动中，有效促进学生“四基”“四能”的形成与发展。所谓“问题解决”教学就是运用“问题解决”

的模式或策略组织课堂教学，教师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提出情境中需解决的数学问题，进而构建与

选择问题解决的策略并实施，最后对问题解决的结果进行检验、总结与评价[9]。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够

掌握知识技能、发展思维、形成能力。随着新课改的推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逐步受到重视，“问

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在实际教学中逐步推广，教学形式不断变革。 
在“问题解决”教学中，学生的学习方式也发生改变，从以“听”为主转变为以“做”为主。弗兰

登塔尔的“数学化”观点认为，学生只有主动参与实践，进行自我建构，才能将现实问题真正实现数学

化，发展抽象能力、推理能力等核心素养。例如，在《周长》的学习中，教师可以让学生试着自己动手

测量出书本和树叶的周长，学生通过已有知识能较快用直尺测量出书本周长，但树叶的周长无法用直尺

测量出，在不断的实践尝试中，学生会发现可以用绳子围绕树叶一圈，做好起点与终点的标记，最后用

直尺测量出绳子上标记出的起点与终点的距离，得出树叶的周长。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做中学”

实现知行合一，学习化曲为直的数学思想，促进实践性思维的发展。 

3. 小学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培养存在的误区 

3.1. 重形式，轻算理 

在实际教学当中，教师在引导学生解决问题时出现“只谈论怎样列算式，忽视为什么这样列算式”

的现象并不少见，教师将关注点更多的放在问题本身，学生并没有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理解，因此

没有从问题本身抽象到数学算理上，这样无法对学生的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3.2. 重结果，轻反思 

大多教师只让学生在考试之后进行反思，学生多数只会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会

真正的反思自己的题目为什么会错，以及错在哪里[5]。常见的学生反思会出现这种情况：“看错了题目”、

“题目是会的，就是计算错了一步”等由于粗心或者不好的解题习惯导致的错误。学生着急解题，做一

题扔一题，没有对问题进行分析和消化，缺乏解题后的反思，在这样一种错误的题海战术之下，学生解

决问题的能力无法向更高层次发展。 

3.3. 重说教，轻学生 

说教型的教学是教师教学中最为常用的教学方式，部分教师为一味追求上课进度，课堂中频繁出现

“一言堂”的局面，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问题解决策略在教师的传授而掌握，会记得“快”，在

自身实践探索下而掌握，会记得“久”。学生能在课堂学习中主动的探究的过程中更好的开发思维和想

象能力，寻找多样化的创造性的问题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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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因素 

问题解决是人类复杂的心理活动，相关影响因素也多种多样。舍费尔德在《数学问题解决》中对复

杂的解题行为提供一个框架，他认为问题的解决涉及以下几种因素：首先是知识资源，指解题者所掌握

的与解决数学问题相关的数学知识与程序等。其次是发现式解题策略，是指在解决不熟悉或者非常规的

问题时使用的策略和技巧，比如画表格、猜测等。再次是控制，指对解题过程的控制，包括在解题过程

当中如何决定画图、如何确定目标、如何采用策略等等。最后是信念系统，指解题者对数学的观点，包

括解题者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数学、如何看待问题等，这个要素不是有关认知方面，而是有关情意

方面，是解决问题的原动力[10]。付敏等研究者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指出影响问题解决的要素主要

有问题情境本身、学习者所处的环境、学习者个体因素以及学习定势的影响。 
可见，影响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发展的因素涉及多维度，多方面；这些影响因素分为外因和内因两部

分，内因主要有学生注意力、思维能力等智力因素以及兴趣、动机、意志等非智力因素，同时内因还包

括学生已有知识经验、认知发展水平、解题策略等；外部因素包括环境因素、题型特点等等，由于外在

影响因素的复杂性，教师在内部因素中所做出的努力更加切合实际。 

5. 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策略 

5.1. 创设有效情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思维能力 

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我国古圣先贤也提出“疑是思之始，学

之端”，强调教学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引导学生“好问、善问”，在“问”中培养学生积极性

以及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因此在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同时，首先应当充分重视培养其问题提出能力。

如何创设良好的问题情境从而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问题也成为教师面临的严峻课题。 
在复杂的情境当中，问题出现往往带有内隐性和抽象性，问题解决需关注题目当中哪些是有待求出

的问题以及这个待求题目背后所隐含的问题是什么？对学生的认知要求较高，学生难以找到突破口。因

此，教师可以选取来源于学生个人生活或者公共常识的情境，引领学生调动已有知识经验，将情景信息

转化为数学语言，提出数学问题。例如，在《分数的初步认识》学习中，教师可以创设中秋节分月饼的

生活情境：“中秋节小明的妈妈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月饼，让小明和弟弟妹妹三个人一起分着吃，你觉

得应该怎么分呢？”此时，教师创设了一个学生熟悉且感兴趣的生活情境，学习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大

部分学生结合已有经验思考后会提出“月饼需要平均分”，教师再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一个月

饼平均分给三个小朋友？”，为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作好铺垫。 

5.2. 通过反思指引，强化元认知在问题解决中的调控能力 

元认知在问题解决中扮演重要角色，学生问题解决的失败大多是认知策略的无效运用[11]。匈菲尔德

指出元认知在数学问题解决过程中主要包含：个体对自身认知特点的认识、个体对自身认知过程的监督

并做出决策、个体对认知过程的反思与评价三个部分。面对同一个数学问题，不同的学生思考的角度以

及融入的数学思想不同，解决问题时所采取的解题策略和方法存在差异，这也导致问题解决的效果的差

异。为提升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教师需在教学当中加强对其元认知的培养，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深

度分析，对选择的策略进行理性的论证，明确数量关系之后再考虑选择的解题策略，让学生基于元认知

调控，有意识地去选择和甄别可以解决问题的策略，判断哪一种方法较为简便，从而选择出正确的、简

便的解决策略，这个过程需要教师进行训练和引导。例如，教师可以在学生问题解决过程中释放一些指

引信号，引导学生在问题解决的每一个步骤当中进行反思：题目中的信息是否都是有效信息？我对题目

所给的信息理解是否正确？我选择的解题方法正确吗？我最终解决了题目中的问题吗？是否还有更加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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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的解题方法呢？ 

5.3. 注重检验，培养学生对问题的反思能力 

学生反思意识的养成是“问题解决”能力培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问题得到解决并不等同于学生

已经掌握问题解决的相应策略，也不等同于问题解决过程的完全结束，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反思问题解决

的过程，总结经验，掌握策略，促进学生素养发展。 
首先需要培养学生形成检验的习惯，教师在为学生提供问题情境后，部分学生会不假思索，立刻作

答，这时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追问“问题中有没有陷阱？”“再看看题目，你真的理解了题目的含义吗？”

等等，这些追问能够帮助学生逐渐养成对问题的思考和分析能力，学生会逐步理解分析问题的过程，并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考方向，而不是看见问题之后冲动地回答问题。 
其次要引导学生养成独立反思的习惯，在问题解决之后，教师应当留有一定的时间让学生对问题进

行思考，题目做错的同学通过思考找到错误的原因，以及正确的解题方法。做对的同学也需要反思自己

的解题方法，思考是否还有更加便捷的解题方式，多角度启发学生用不同方法检验和反思结果的合理性，

掌握不同方法之间的联系，引导学生分析不同解题策略的优势和不足，并对自己的解题方法进行全面的

评价，进而深化对不同方法的认识，形成自己的解题策略。 
学生问题解决的能力的提升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教学工作，教师需加强对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

重视，不断进行教学反思，优化教学方法，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多角度、多层次、多策略的培养学生的

问题解决能力，更好地发挥出小学数学课程的育人价值。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22 年版[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5, 7. 

[2] 吉智深. 数学“问题解决的策略”的理解、编写与教学[J]. 中小学教师培训, 2017(3): 63-67. 

[3] 喻平. 中国数学教育心理研究 30 年[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41-42. 

[4] (美)波利亚(G. Polya), 著. 怎样解题[M]. 阎育苏,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2: 22-23.  

[5] 喻平. 数学问题解决认知模式及教学理论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2. 

[6] 戚洪祥. 数学问题解决: 演变、内涵及实践路径[J]. 上海教育科研, 2020(11): 88-92.  
https://doi.org/10.16194/j.cnki.31-1059/g4.2020.11.019  

[7] Department of Labor, Secretary’s Commission on Achieving Necessary Skills (1991) What Work Requires of Schools: 
ASCANS Report for America 2000. Diane Pub Co., 7. 

[8] 师曼, 刘晟, 刘霞, 等. 21 世纪核心素养的框架及要素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6, 34(3): 
29-37+115. https://doi.org/10.16382/j.cnki.1000-5560.2016.03.004  

[9] 崔允漷. 深度教学的逻辑: 超越二元之争, 走向整合取径[J]. 中小学管理, 2021(5): 22-26. 
[10] Schoenfeld, A.H. (1985)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 Academic Press, INC, XII. 
[11] 鲍建生, 周超. 数学学习的心理基础与过程[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 192.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6990
https://doi.org/10.16194/j.cnki.31-1059/g4.2020.11.019
https://doi.org/10.16382/j.cnki.1000-5560.2016.03.004

	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误区与策略
	摘  要
	关键词
	Misunderstandings and Strategies in the Training of Pupils’ Mathematical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bstract
	Keywords
	1. 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内涵解读
	2. 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价值所在
	2.1. 以“问题解决”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2.2. 以“问题解决”引领教与学方式的变革

	3. 小学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培养存在的误区
	3.1. 重形式，轻算理
	3.2. 重结果，轻反思
	3.3. 重说教，轻学生

	4. 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因素
	5. 小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策略
	5.1. 创设有效情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思维能力
	5.2. 通过反思指引，强化元认知在问题解决中的调控能力
	5.3. 注重检验，培养学生对问题的反思能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