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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高中课标提出情景创设和问题设计要有利于发展数学学科核心素养，通过创设合适的数学情境、提

出合适的数学问题，促进学生实现知识结构的构建和思维水平的进阶。本文以“一道最佳投资应用题的

风波”为例，分析课例中问题情境的真实性，经过分析和思考后提出创设真实性问题情境的针对性教学

策略，以期帮助学生提高数学素养和问题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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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of ordinary high school proposes that scenario creation and problem de-
sign should b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literacy of mathematics subject, and 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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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hinking level of students by cre-
ating appropriate mathematical situations and proposing appropriate mathematical problems. 
Taking “a storm of the best investment word problem”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u-
thenticity of the problem situation in the lesson example, and proposes targeted teaching strate-
gies to create the reality problem situation after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so as to help students im-
prove their mathematical literacy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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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传统的教学方式已逐渐难以满足当代学生全面发展的需

求。《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1]中(以下简称课标)提出不仅要传授学生数学知

识与技能，更要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应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真实性问题情境教学策强调将数

学与实际生活、实际问题紧密结合，使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和应用数学知识，提高其数学

应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进而从中体会数学的实质性内涵[2]。 
然而从课例中可以发现，通过学生们的探讨和分析后，得到的结果与实际严重不符，甚至教师也无

法给出准确的答复，因此质疑问题情境的真实性。非真实性问题情境会造成数学内容与现实生活情境割

裂，促使学生只会单一解决数学问题，而无法思考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因此，如何构建符合学生认知

水平和兴趣爱好的真实性问题情境，如何设计有效的教学活动以引导学生深入探究和解决问题，都是当

前高中数学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首先从课例中探讨高中数学问题情境的真实性，提出要重视问题情境的真实性，最后提出如何

创设真实性问题情境的教学策略。例如引入现实生活问题、适当考虑游戏导入、注重问题情境的开放性

等。 

2. 理论基础 

2.1. SOLO 分类理论 

SOLO 分类理论是基于认知发展理论提出的对学生思维认知结构分类的评价方法，但与之不同的是，

SOLO 理论更侧重于通过学生对特定问题的回答来评估其思维结构，而不是根据年龄来划分认知阶段。

其将学生的思维结构分为螺旋上升的 5 个层次，依次是无结构、单点结构、多点结构、关联结构、抽象

拓展结构，每个层次代表不同的理解深度和复杂性，其反应了学生的思维水平从单一和混乱向系统而有

逻辑地方向发展[3]。 
SOLO 分类理论的核心在于，它允许教师观察和评估学生在具体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思维层次，而不

是简单地依据学生的年龄或总体认知水平。这种方法更注重于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而不仅仅

是知识的积累。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8137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江一雄，肖加清 
 

 

DOI: 10.12677/ae.2024.1481375 85 教育进展 
 

2.2. 思维结构理论与问题情境 

思维结构理论是 SOLO 分类理论的另一种叫法，该理论是吴煜乐在高中地理情境设计中提出的，其

主要思想也是促进教师整合教学资源、设计教学过程，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思维结构水平进行评价[4]。
课标中提出，实现对学生思维水平的评价，评价的内容包括情境设计是否体现数学学科素养、数学问题

的产生是否自然，可以通过设计好的问题来考查学生的思维过程、思维深度和思维广度[1]。不难发现，

在数学解题过程中，学生思维结构的变化就体现在对题干信息的读取、解读分析和概括归纳中，因此教

学要发展学生的数学素养，就要重视问题情境的设计。 
以 SOLO 分类理论为载体，可以有效优化问题情境的设计。教师可以根据 SOLO 分类理论创设不同

层次的问题情境，且需要与学生当前的认知水平相匹配，以促进学生向更高的认知层次发展。而通过观

察学生在问题情境中的表现，教师可以诊断出学生的思维结构水平，同时根据学生在问题情境中的表现，

教师可以调整教学策略，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因此，SOLO 分类理论不仅仅关注学生学习的

最终结果，更重视学习过程和学生是如何达到这些结果的。根据学生的学习阶段、思维水平，对问题情

境的尺度大小、方向把控、组成要素、设问角度、学科联系等方面进行优化。 

3. 课例重现与分析 

3.1. 课例重现 

课例“一道最佳投资应用题风波”的题目如下： 
有甲、乙两种商品，经营小伤这两种商品所能获得的利润依次是 p 和 q (万元)。它们与投入资金 x (万 

元)的关系有经验公式
1
5

p x= ，
3
5

q x= 。今有 3 万元资金投入甲、乙两种商品，为获得最大利润，对甲、 

乙两种商品的资金投入应为多少？能获得多大的利润？ 
实际上单从题目中的信息来看，这是一道非常好处理的数学应用题，一方面题目材料贴近实际，比

较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另一方面题目涉及到的两个知识点(换元法求最值和二次函数在闭区间上的最值

问题)不算太难，学生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后，解决起来十分轻松。 
学生经过思考后解法如下。 
解法一：设经营甲商品投入资金为 x 万元，则经营乙商品投入资金为 ( )3 x− 万元，能获得的利润为 y

万元，则 
1 3 3
5 5

y x x= + −                                      ① 

设 3 x t− =  ( 0t ≥ )，则 23x t= − ，代入①中得 

( )
2

21 3 1 3 213
5 5 5 2 20

y t t t = − + = − − + 
 

 

则当
3
2

t = 时， max
21
20

y = ，由
33
2

x t− = = 得
3
4

x = ，即对甲商品投入资金 0.75 万元，对乙商品投入资金 

2.25 万元，获得利润 1.05 万元最大。 
但曲阜在《中学数学杂志》中认为这是一种错误解法，给出了另一种解法。 
解法二：设经营甲商品投入资金为 x 元，则经营乙商品投入资金为 ( )30000 x− 元，能获得的利润为

y 元，则 
1 3 30000
5 5

y x x= + −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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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30000 x t− =  ( 0 100 3t≤ ≤ )，则 230000x t= − ，代入②中得 
21 3 6000.45

5 2
y t = − − + 

   

所以，当
3
2

t = 时， max 6000.45y =  (元)； 

此时 29997.75x = 元， 30000 2.25x− = 元。 
通过比较上述两种解法后，不难发现启示只是计算单位不一样，而运算都是正确的，一个以万元为

单位，一个以元为单位。但重新审读题意会发现解法二不太符合现实生活情境，从 3 万元里投入 2.25 元

给一个产品得行为明显不合常理。但解法一就一定合理吗？ 

单从乙商品得利润公式来看，
3
5

q x= ，虽然 q 是 x 的增函数，但 q 与 x 的比(即投资 x 的相对收益) 

却是减函数，会出现投入越少越合算的情况，尤其是当 0 1x< < 时， x x> ，从而会出现暴利，下面举

例说明。 

1) 取 1 100 0.01x = =元 万元代入
3
5

q x= ，得 1
3 0.01 6
5

00q = =万元 元，投入回报为 6 倍； 

2) 取 2 1 0.0001x = =元 万元代入
3
5

q x= ，得 2
3 0.00 6001
5

q = =万元 元，投入回报为 60 倍； 

3) 若将 1 万元直接投入乙，可直接获利 60003 1
5

q == 万元 元，是投入的 60%； 

4) 若将 1 万元拆成 100 个 100 元投入，可获利 1100 60000q q= = 元，是投入的 600%； 
5) 若将 1 万元拆成 10000 个 1 元投入，可获利 210000 600000q q= = ，是投入的 6000%。 
通过计算可以发现，投资越少次数越多获得的利润越高。 
一位在职教师提供了在处理这道题时发生的情况如下。 
首先，学生 1 与解法 1 的做法一致，即投资甲 0.75 万元，投资乙 2.25 万元，利润最大为 1.05 万元。

学生 2 设投资乙 x 万元，投资甲 ( )3 x− 万元，得到的结果同上。学生 3 不用换元法，用配方法得到的结

果也是同上。这三个学生的解法实质一样，只是形式不同。但学生们接下来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与讨

论，分析出以下几种情况。 

学生 4：我觉得应该先比较
1
5

x 和 3
5

x 的大小，若
1
5

x 总不超过
3
5

x ，就应该把全部资金投入乙。 

学生 5：对学生 4 的情况进行运算，不难发现
1 3
5 5

x x≤ 的解为 20 9x≤ ≤ ，即 0 9x≤ ≤ 时，总有

1 3
5 5

x x≤ ，所以应该把全部资金投入乙，得到的最大利润为
3 3
5

万元。 

学生 6：在学生 1 的解法中，已经得到最大利润为 1.05 万元，比 1.3 93
5

03≈ 万元大，这说明
3 3
5

 

万元不是最大利润，如果把投入甲的 0.75 万元也投入到乙呢？ 

学生 7：验证如下：
3 1 3 3 33 1.05 2.25 0.75 2.25
5 5 5

0.
5 5

75 ++< = × < ，所以最大利润应该为

3 30.75 2.25
5 5

+ ，即把投入甲的 0.75 万元也投入到乙，所得到的最大利润为
3 0.750.9 1.4196
5

+ ≈ 万元。 

学生 8：上述情况只能说明，把 3 万元资金一次性投入乙和分两批投入乙，所得利润是不同的，且

分两次投资时，利润较大。 
老师：那如果分 3 次，4 次，n 次对乙投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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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9：设把 3 万元资金分 n 次投入给乙，每次投入的资金分别为 1 2 3, , ,, nx x x x 万元，则总利润为 y， 

则 ( )1 2
3
5 ny x x x= + + + ， 用 柯 西 不 等 式 得 ( )1 2

3 3 3
5 5ny n x x x n≤ + + + = , 当 且 仅 当 ，

1 2
3

nx x x
n

= = ==  时取等号，所以最大利润为
3 3
5

n 。 

学生 10：按照学生 9 的说法，最大利润与投资次数有关，当且仅当 n 趋近于无穷大时，最大利润也

无穷大。即投资 3 万，利润却无限。 
此时老师也处于沉思状态，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只作了小结，表示这节课同学们思考问题十

分积极，敢于探索，讨论热烈，值得肯定，以上的同学回答都很合理，但结果却产生了与实际不符的矛

盾，这说明了什么？ 

3.2. 课例分析与思考 

不管是从课例中作者对该题的一些结论和思考，还是在职教师真实课堂中的提到的矛盾，都无一不

体现出对这个题目的质疑，那就是这个题目与现实生活情境真的相关吗？不难发现，其实产生这个疑问 

的最根本原因就是问题情境的设计脱离了实际，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样的真实投资问题，因为
1
5

p x= ，

3
5

q x= 都是增函数，因此投资产生的利润就会一直增长，但真实的投资不会一直盈利，且不应该是线 

性函数，其生成的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函数图像，因此利润不会一直呈现曲线增长，尤其是投资仅有 3 万

元，现实得到的回报不会呈现这样的高增长，而投资某个项目也不会仅投资几元、几十元、几百元如此

之少，因此这个题目中的所谓的“最佳投资”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是漏洞百出的。 
综上所述，当前中学数学在设计问题的过程中，许多题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有的严重偏离实际，有

的经不起详细推敲，有的甚至完全不管问题中的情境是什么样，使得题目变成了一个简单数学运算题。

有的数学问题的问题情境会误导学生，导致他们与生活实际完全脱轨，这是十分可怕的，所以要重视问

题情境的真实性。 
真实性问题情境在很多领域，特别是教育、科研以及问题解决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下是

真实性问题情境的重要性和作用： 
1) 激发学习兴趣和动力。真实性问题情境通常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或与社会的紧密联系相关。

这种关联性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探索的兴趣和动力，使他们更加投入地参与到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2) 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在真实性问题情境中，学生需要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结合实际情

况进行分析和决策。这种过程不仅有助于巩固和深化已有知识，还能够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使其

在面对新问题时能够灵活应对。 
3) 提高问题解决能力。真实性问题情境通常涉及多个方面和复杂因素，需要学生进行综合分析和判

断。这种过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包括信息收集、分析、判断、决策和行动等关键能力。 
4) 促进知识的迁移和应用。在真实性问题情境中，学生需要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实际问题中。

这种过程有助于促进知识的迁移和应用，使个体能够更好地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发挥数学知识的实

用性和价值。 
5) 增进对社会的了解和认知。真实性问题情境往往涉及社会现象和问题，通过参与这些问题的解决

过程，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本质和原因，从而增进对社会的了解和认知。 
6) 培养责任感和使命感。真实性问题情境往往与国家的切身利益、社会福祉相关，通过参与这些问

题的解决，学生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从而激发他们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热情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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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利于跨学科整合学习。真实性问题通常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能，通过解决这些问题，

学生需要跨越学科界限，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技能。这个过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整合能力，使

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问题。 

4. 创设真实性问题情境的教学策略 

真实情境是学生核心素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载体[5]，因此体现数学问题的真实性情境是数学教学中

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它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概念，并将所学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以下是如何体

现真实性问题情境的教学策略： 
1) 引入现实生活问题 
生活实例往往最贴近实际，学生最能够感同身受。例如教师在教授“百分比”的内容时，可以创设

一个购物情境。假设学生去商场购物，商场正在进行打折活动，某商品原价 100 元，现在打八折，问学

生这个商品现在多少钱。这个问题将百分比与实际购物活动结合起来，让学生能够更直观地理解百分比

的概念。 
2) 适当考虑游戏导入 
游戏法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其在思考时更加投入。例如在教授“概率”

时，可以设计一个抽奖游戏。准备一些写有不同奖项的纸条放入抽奖箱中，让学生轮流抽奖，并统计每

个奖项被抽中的次数。通过这个游戏，学生可以亲身体验概率的随机性和规律性，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概

率的概念。 
3) 注重问题情境的开放性 
开放式问题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并且会让学生动手实际操作，体会到数学的实用性。例如

在教授“图形面积”时，可以提出一个开放性问题：“如何设计一个面积为 XX 平方米的花园，并使其

美观实用？”学生需要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和数学知识来设计花园，甚至可以到空地上进行模拟推演和运

算其面积。这个问题能够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帮助他们巩固图形面积的计算方法。 
4) 加强前后知识的对比 
在教学中，通过对比的方式是最能让学生进行联想，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方式。例如在教授“比例”

时，可以通过对比不同大小的相似图形来引入概念。准备几组相似但大小不同的图形(如三角形、矩形等)，
让学生观察并比较它们的边长和面积的比例关系。通过对比演示，学生可以更直观地理解比例的概念和

性质。 
5) 注重多学科知识的整合 
当前很多知识都存在学科内容上的整合，学生需要充分利用多学科知识来解决问题。例如在教授“统

计”时，可以与其他学科如科学、历史等相结合。假设学生正在研究某个历史时期的人口变化，他们可

以使用统计方法来收集和分析数据，并绘制图表来展示人口变化的趋势。这个情境不仅帮助学生巩固统

计知识，还让他们了解历史背景和社会现象。 

6) 落实实际问题的解决 
真实性问题情境说到底还是要解决实际问题，才能与社会生活接轨，因此要重视实际问题的解决。

例如在教授“代数方程”时，可以设计一个关于节水问题的实际情境。假设一个家庭每月的用水量与其

家庭成员数量、用水习惯等因素有关，让学生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建立代数方程来求解节水方案。这个问

题能够让学生意识到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教学策略可以看出，创设数学问题的真实性情境需要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兴趣爱好和实

际问题，将数学知识与实际情境相结合，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和巩固数学知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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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学方式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提高他们的数学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一道最佳投资应用题的风波”的课例分析，发现当前数学问题情境的“真实性”有所

欠缺，因此通过文献梳理和反思后，得到创设真实性问题情境的教学策略，以期发展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提高其问题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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