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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数学教育正从“题海战术”向“思维培养”转型，而“一题多解”思想通过多

角度分析问题，可有效提升学生的发散思维，有助于建立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可视化，但在其

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认知超载风险、教学效率低等潜在弊端。文章以数列为例展开论述，通过两个例题展

示，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和建议，促进学生数学素养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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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mathematics education is transforming 
from “sea of questions tactics” to “thinking training”, and the idea of “one problem with multiple 
solution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divergent thinking through multi-angle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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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help to establish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points, and achieve visual-
ization, but there are also potential drawbacks such as cognitive overload risk and low teaching 
efficiency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takes the series as an example, and puts for-
ward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through two example problems to pro-
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athematical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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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解题的过程中，如果想要寻求多种解法的话，在时间上会不会存在着一定的浪费，有些同学不禁

会有这样的疑问，一题多解的思想真的有必要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是真的百利无一害吗？脑科学

研究表明，一道题多种解答方法对学生发展的作用要大于一种方法做多道题[1]。它可以提高问题解决的

能力，避免在练习和考试中只因掌握一种方法而“卡壳”，通过对比计算量得出最优解法，节约书写复

杂步骤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应试考试教会的不是机械记忆，而是培养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一题多解

思想能够让学生成为问题的解决者，在考场上减少其反应时间，增加正确率，它的本质是通过冗余训练

实现降维打击。 

2. 试题展现 

一题多解的基本思路是对知识的综合应用，最常见的应用是知识转化，通过对旧知识的迁移应用，

发现和理解新的数学规律。本文将通过两个关于数列的题目通过多种解法表明一题多解思想的好处，一

个数列的知识点既可以用中学知识解答，也可以用大学知识解答，当接收的知识越来越多时，掌握的方

法自然也会越来越多，逻辑思维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例 1：已知数列{ }na 满足初始条件： 

1 1a = ， 2 3a = ， 3 7a = ， 4 15a = ， 5 31a = ，求其通项公式 
(该数列的递推特性隐含指数增长规律，但未直接给出递推式，需通过观察或数学工具推导)。 
1) 观察归纳法 
通过观察已知项，我们发现规律 1，3，7，15，31，每项均为 2 的幂减 1，即： 

1
1 2 1 1a = − = , 

2
2 2 1 3a = − = . 

…… 

由有限项到无限项推测通项公式为 

2 1n
na = − . 

为了证明猜想是否正确，我们利用数学归纳法进行验证，当 1n = 时成立，假设 n k= 时成立，即

2 1k
ka = − ，根据递推关系 1   2 1n na a+ = +  (隐含于通项公式)，可得 ( ) 1

1 2 2 1 1 2 1k k
ka +
+ = − + = − ，假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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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法离不开观察，观察是发现规律的窗口，是解决问题的先导，比较是归纳的前提。法一通过观

察归纳，从特殊到一般得到了数列的通项公式，记忆压力不大，适合基础薄弱的学生掌握。 
2) 递推方程法 
通过相邻项关系分析，进行递推关系构建 

2 12 3 2 1 1a a− = − × = , 

3 22 7 2 3 1a a− = − × = , 

得递推关系式 

1 2 1n na a+ = + . 

线性非齐次递推方程求解 
齐次解：特征方程为 2r = ，通解为 ( ) 2h n

na C= ⋅  
特解：假设常数解 ( )p

na A= ，代入方程得 1A = −  
通项公式： 2 1n

na C= ⋅ − ，利用 1 1a = 求得 1C = ，即 2 1n
na = − 。 

3) 差分分析法 
一阶差分计算 1n n na a a+∆ = − ，得差分序列：2，4，8，16 该序列为等比数列，公比 2r = ，首项 1 2a∆ =  
逆推通项公式 

( )

1
1 1

1
1

1

1 2

1 2 2 1

2 1.

n
n kk

n k
k

n

n

a a a−

=

−

=

−

= + ∆

= +

= + −

= −

∑
∑ . 

4) 生成函数法 
生成函数定义：设 

( ) 1 n nnG x a x∞

=
= ∑ , 

根据递推式 

1 2 1n na a+ = + , 

建立方程： 

( ) ( )1 2
1

xG x a x xG x
x

− = +
−

, 

化简得 

( )
( ) ( )1 2 1

xG x
x x

=
− −  

, 

通过部分分式分解： 

( ) 1 1
1 2 1

G x
x x

= −
− −

, 

展开为幂级数得： 

2 1n
na = − . 

比较以上四种解法，前两种方法适合基础知识薄弱的学生，这些学生在理解简单解法较为容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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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过多解法会增加其学习负担，导致认知负荷；后两种解法需要一定的知识量储备以及较强的逻辑性，

能够很好的将数列的知识点融合贯通，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这些方法则需要基础较好的学生自行去研究。 
例 2：已知数列{ }na 满足递推关系： 

( )1 1
2 1

3
n

n
n

aa a
a+ = =
+

, 

求通项公式。 
1) 代数变形法 
变量替换：令

1
n

n

b
a

= ，得 

1
3 1 3 1 3 1 1 31

2 2 2 2 2 2
n

n n
n n n

ab b
a a a+

 +
= = + = + ⋅ = + 

 
, 

移项 

1
3 1
2 2n nb b+ − = , 

设非齐次方程的特解为常数 nb k= ，代入得 
3 1 3 1 1 1 1
2 2 2 2 2 2

k k k k k k= + ⇒ − = ⇒ − = ⇒ = − , 

齐次方程 1
3
2

0n nb b+ − = 的通解为 

( )
13

2

n
h

nb C
−

 =  
 

, 

齐次解 + 特解得通解， 
13 1

2

n

nb C
−

 = − 
 

. 

利用初始条件 1 11 1a b= ⇒ = 得 
031 1 2

2
C C = − ⇒ = 
 

, 

代入得通项 
1

1
3 12 1
2 32 1

2

n

n n nb a
−

−
 = − ⇒ = 
    − 

 

, 

化简得 

1
1
31
2

n na −=
 +  
 

. 

该方法可以训练学生基本变形技巧，掌握最基础的解法，适合基础知识薄弱的学生。 
2) 不动点理论 
解方程 

2
3

xx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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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 23 2 3 2 0 1 1 0x x x x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或 1x = − . 

下面计算导数 

( ) 2
3

xf x
x

=
+

, 

则 

( )
( )2

6
3

f x
x

=′
+

. 

在不动点处 

( ) ( )

( ) ( )

6 20 , 0 1
9 3

6 31 , 1 1
4 2

x f

x f

 = = = <

 = − − = = >

′


′



时 稳定

时 不稳定

, 

因此，数列收敛于稳定点 0x = 。 
以稳定点 0x = 为中心，令 

0n n nd a a= − = , 

则递推式保持原形式 

1
2

3
n

n
n

dd
d+ =

+
, 

进而通过代数变形可得通项 

1
1

3 1
2

n n nd a −= =
  + 
 

. 

该方法衔接动力系统概念，存在一定的难度，掌握起来较为困难，需要一定的逻辑表达。 
3) 矩阵表示法 

将分式递推转换为线性形式，设 n
n

n

pa
q

= ，代入原式得 

1

1

2
2

33

n

n n n

nn n n

n

p
p q p

pq p q
q

+

+

⋅
= =

++
, 

选择 1 2n np p+ = ， 1 3n n nq p q+ = + ，得到线性递推系统 

1

1

2
3

n n

n n n

p p
q p q

+

+

=
 = +

, 

通过矩阵形式表示为 

1

1

2 0
1 3

n n

n n

p p
q q

+

+

    
=    
    

, 

因此，矩阵的特征值为 

( ) ( ) 1 2

2 0
det 2 3 0 2, 3

1 3
λ

λ λ λ λ
λ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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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特征向量之后，构造可逆矩阵 P 
对 1 2λ = ，解 ( )2 0A I− =v 则 

1
1 2 1

2

0 0 1
0

1 1 1
v

v v
v
    

= ⇒ + = ⇒ =    −    
v0 , 

对 2 3λ = ，解 ( )3 0A I− =v 则 

1
1 2

2

1 0 0
0

1 0 1
v

v
v

−     
= ⇒ − = ⇒ =    

    
v0 , 

因此，
1 0
1 1

P  
=  − 

， 1 1 0
1 1

P−  
=  
 

， 

求解通项 

11

1

n n

n

p p
A

q q
−   

=   
  

, 

初始值 1
1

1

1 pa
q

= = ，取 1 1p = ， 1 1q = 则 

1
1

1

12 0
10 3

n
n n

n
n

p
P P

q

−
−

−

    
=     

    
, 

计算得 12n
np −= ， 1 13 2n n

nq − −= + ， 
因此 

1

1 1 1
2 1 .

3 2 3 1
2

n
n

n n n n
n

pa
q

−

− − −= = =
+   + 

 

 

该方法是大学知识，揭示了线性代数的威力，在中学时代不需掌握，适合拔高的学生理解。 
4) 双曲映射法 

在坐标系中画出 ( ) 2
3

xf x
x

=
+

和 y x= ，当 x →∞， ( ) 2f x → ，垂直渐近线 3x = − ，解 ( )f x x= 得不

动点 0x = 和 1x = − 。从初始点 ( ) ( )1,0 1,0a = 垂直移动到 ( )f x 曲线得 ( )( ) ( )1, 1 1,0.5f = ，水平投影到 y x=

得 ( )0.5,0.5 ，再垂直移动到 ( )f x 得 ( )( ) ( )0.5, 0.5 0.5,0.4f = ，形成蛛网图，观察点列轨迹，设双曲线方程

为 0xy ax by c+ + + = ，代入前几项 ( )1,0.5 、 ( )0.5,0.4 等，解得 2a = − ， 3b = ， 0c = ，即 

22 3 0
3

xxy x y y
x

− + = ⇒ =
+

, 

用参数 t 表示，令
6

3 ektx =
+

，通过拟合得
3ln
2

k = ，最终通项与代数解一致。 

该方法强化了空间知觉，有一定的理解困难，但计算过程较为简略，可以掌握，正所谓“递推数列”

题目难，归纳猜想做在前，辅助数列求严谨，蛛网图下显真颜[2]。 
5) 利用微积分求解 
利用导数判断稳定性 

( ) 2
3

xf x
x

=
+

, ( )
( )2

6
3

f x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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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动点 0x = 时， 

( ) ( )6 20 1
9 3

f = = <′ 稳定 , 

在不动点 1x = − 时， 

( ) ( )6 31 1
4 2

f − = = >′ 不稳定 , 

因此，迭代收敛到 0x = 。 

设 0n na= − ，则 ( )1
20
3n n nf+ ≈ =′   ，表明误差是按照指数率

2
3

n
 
 
 

衰减，经过一系列计算也可得到

通项公式。 
该方法提供了收敛性理论保证，理解指数衰减的数学本质，如果掌握了极限的中心思想，就会变得

通俗易懂。 
6) 计算机代码 
该方法不再展开赘述，中学学生无法通过计算机进行作答。 

3. 一题多解思想滥用存在的弊端 

通过两个数列的例子可以看出，很多方法在中学时期没有涉猎，过多讲解则会造成学生的负担，导

致学生不知道该使用哪种方法来解决问题，违背了讲解一题多解思想的初衷。在数学教学中，一题多解

思想不应该成为教师“炫技”的一种表现，若不加以妥善应对，可能会对教学效果产生负面影响，现列

举出以下几点讲述可能存在的弊端： 
1) 增加学生负担 
从认知超载风险的角度来看，学习者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一题多解思想往往会使学生花费大量时

间和精力去掌握多种方法，可能导致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浮于表面，即使在授课的时候教师倡导多思考多

发散思维，但是方法过多，就无法深入掌握核心知识点，还会加重其学习负担。根据认知负荷理论(CLT)，
数列的知识材料本身的难度会让学生产生较高的内在认知负荷[3]，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注重学生学

习数列知识时的教学方式、师生互动、学习材料及呈现方式这些因素，就会无形中增加学生学习数列的

障碍困难，产生较重的外在认知负荷，这种过高的认知负荷会导致学生注意力分散，难以有效吸收和理

解知识，当对同一数列问题提供超过三种解法后，正确率会有所下降，这反映出认知超载对学生学习效

果是有负面影响的，所以需要教师在数列教学中根据相关认知负荷的影响因素来针对性的提出教学策略

来提高学生的相关认知负荷。 
2) 混淆解题思路 
学生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较强的归纳总结能力，会因掌握众多解法中感到困惑，甚至混淆不同解

法的适用条件，导致解题时频频出错。只有当学生拥有坚实的基础知识时，他们才能在面对综合性问题

时灵活运用所学，高效解决问题[4]。因为缺乏扎实的基础知识会使学生在面对多种解法时难以理解每种

方法的核心原理和步骤，无法清晰地区分这些方法在逻辑上的差异，也无法把握各自的关键点，而归纳

总结能力是将所学知识进行整理、提炼，形成知识体系，没有这种能力，学生无法将不同的解法有效地

整合起来。在学习多种解法后，他们无法总结出每种方法的适用场景、优缺点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导

致在实际解题时无法迅速、准确地选择合适的方法。例如，在面对上面数列问题时，学生可能记住了递

推法、差分法和生成函数法的具体步骤，但由于没有对这些方法进行归纳总结，他们无法判断哪种方法

在此时更为简便有效，从而在解题过程中犹豫不决，甚至随意套用解法，造成错误，这种对不同解法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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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条件的混淆，直接导致了学生在解题时的错误，逐渐削弱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使他们对

数学产生畏难情绪，进而影响其数学素养的提升。 
3) 时间成本投入太大 
在常规课堂中，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对单题投入过多时间进行多解法拓展，可能会导致核心知识点

的讲解被压缩，如果在教学中不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目标，一味地强调一题多解，可能会使课堂

节奏拖沓，重点不突出，影响教学进度和学生的学习效率，从应试局限性的角度来看，一题多解思想在

标准化考试中也并非万能，在高考等标准化考试中，时间是极其宝贵的，而一些复杂的解法可能会耗费

大量时间且容易因步骤繁琐而失分。 

4. 教师有效实施一题多解思想的教学策略 

1) 分层次教学 
分层次教学可以从“因材施教”进一步发展为“精准滴灌”。现利用数列问题构建一个三个层级的

教学框架：基础层的目标是确保所有学生都能掌握递推法和数学归纳法，通过脚手架教学分解步骤，提

供分布练习卡和模版填空记忆步骤，使用在线平台分层练习，自动批改基础题，使学生逐步掌握解题技

巧；进阶层的目标是引导部分学生理解差分法，进行方法对比，通过可视化和情景化教学，例如设计一

个增长模型，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这些方法；拓展层的目标是激发尖子生探索生成函数等高阶方法，利

用任务发布的游戏方式进行学习，这种分层次教学策略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使每个学生

都能在适合自己的水平上得到充分的发展，也保证了核心知识点的深入讲解，为学生提供了进一步拓展

的空间。 
2) 模型化与变式训练融合 
基于最近发展区的理论，教师要将学生已掌握的知识和新的变量融合起来，让其进入深度学习状态

[5]。深度教学和深度学习是相辅相成的，教师的深度教学可以将学生的学习引向深入，学生的深度学习

可以推动教师的教学向深度发展[6]。通过“母题改编”实现解法迁移，将原题改为参数化形式，合理使

用计算机生成 Excel 生成参数化题目，学生探究参数变化对通项的影响；或者进行逆向化改编，例如，已

知递推式 12 3n na a −= + ，经过改编，已知 12 3n
na += + ，反推可能的表达式；还可以进行综合化改编，将数

列与函数结合，与积分结合，讨论离散与连续的数学思想，分析其中的异同点。这些变式训练能够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解题方法，真正掌握隐含的逻辑关系，提高他们的思维灵活性和创新能力，也尊

重了学生的发展规律。 
3) 情境化教学 
情境化教学的真实性嵌入也为一题多解思想的实施提供了新的思路。设计项目式学习(PBL)案例，将

数学问题与实际情境相结合，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掌握多种解法，例如某家庭贷款 100 万元，

年利率 5%，分十年等额还款，每月需还多少？可以通过递推法建立递推式，通过差分方程转化为线性差

分方程求解，生成函数法推导，以小组为单位，提交一份报告，内容包含计算过程，不同解法以及还款

建议。这种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

培养他们的综合素养。 
4) 多进行自主探索和创新 
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敢于试错，尝试寻找不同于教材或教师讲解的解法，培养创新思

维，不局限于现有的解法，敢于提出新的思路和方法，多向自身问问题，因为问题是数学的心脏，“一题

多解”的教学同样离不开问题的引领，课堂上，教师可有意识地创设丰富的问题引发学生思考[7]，比如

设计阶梯式引导问题链：“能否用图形直观表达数列规律？”“若题目条件改变，哪种解法更通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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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解法有什么共性？更喜欢哪一种？哪一种更能够快速掌握？”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方法的选择等等，

将不同解法之间的联系和转换关系进行梳理，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定期将所学的解法进行总结和

归纳，整理出每种解法的适用条件、优缺点和尝试失败的方法等，分析原因并修正。 
5) 教师的教学技能 
教师需要将 PCK (学科教学知识)深度整合，科学化运用一题多解思想，准确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根据教学目标、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教学内容的特点，精心设计一题多解的教学环节，选择合适的题目，

合理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要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逐步探索多种解法，设计有效的练习和

反馈环节，让学生在实践中巩固所学的解法，提高解题能力，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调整教学方法，让学

生以思维导图的方式列举出相关公式以及知识点，例如分析差分法案例，观看递推法相关动画，阅读生

成函数论文的摘要，创建“解法角”，让学生将自己困惑的地方写于此，次日教师集中答疑。 
6) 合理使用现代化教具 
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合理使用 AR 和 VR，以此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特别是在

讲解空间几何时，使用人工智能，通过 3D 动画，则会让学生更好的观察其位置关系，而不是在课本上的

死记硬背，利用 GeoGebra 等数学软件绘制函数和数列的图像，例如在讲递推数列的“链条式”增长过程，

学生佩戴 VR 眼镜，手动“拉动”项数观察其变化，学生还可以拍照上传错题在小程序里，AI 自动识别

错误类型并将相同类型着重练习。在 GeoGebra 软件的支持下，基于认知负荷理论的教学方法会在教学课

堂中显示出适应性[8]。 

5. 一题多解思想在数列中的实验设计 

为了验证提出的关于一题多解教学策略在数列教学中的有效性，科学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可设计

以下实验与评估方案： 

5.1. 实验设计 

1. 研究目标 
关于上述提出的六点建议是否能显著提升学生对数列知识的理解深度、问题解决能力和发散思维能

力，检验与传统单一解法教学比较中一题多解思想是否更有效。 
2. 研究对象 
可选择同一年级、数学基础相近的两个平行班级，设计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人，确保统计效力，

通过做一些数列基础知识测试验证两组初始水平无显著差异。 
3. 实验流程 
两组均完成数列基础知识测试，确保基线一致，除此之外，教学内容、课时、作业量也保持一致，由

同一教师授课以减少干扰，在教学结束后 1 周内进行效果评估，减少知识覆盖，现控制变量： 
实验组：采用上述提出的教学策略进行讲授一题多解思想，例如，在讲解等差数列求和时，教师需

展示公式法、几何图形法、数学归纳法等多种解法，并引导学生自主探索新解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讲授一题多解思想，不设计任何教学手段。 

5.2. 学习效果评估 

本研究通过定量与定性混合评估六种教学策略可实施性，在定量评估中，利用标准化测试工具(含如

“已知{ }na 为等差数列， 1 1a = ， 3d = ，求 8S ”等类似的基础题和综合题)，设置任务(如“使用公式法、

图形法、递归法三种方法证明等差数列求和公式”)，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成绩差异，

按照显著性水平( 0.05p < )来验证策略有效性。定性评估方面，利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一些问卷调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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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数学学习的情感态度、自我效能感和认知负荷，并随机抽取实验组 8 名学生进行深度访谈，收集学

生作业中的多解法记录与错题本，利用内容分析法统计典型的思维模式，利用现代化工具，通过情景化

教学等等，将所有数据采集安排在教学干预后一周内完成，降低时间因素的干扰，通过以下题目(可随时

补充)，可以得到一个大概的数据，可以利用此数据来判断是否具有有效性。 
问卷题目： 
1. “我认为探索多种解法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数学概念。”(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 
2. “在解决数列问题时，我会主动尝试不同解法。”(1 = 从不，5 = 总是) 
3. “我能清晰解释不同解法之间的联系与差异。”(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   
4. “当遇到难题时，我会尝试从不同角度拆解问题。”(1 = 从不，5 = 总是)   
5. “我能根据题目特点选择最合适的解法。”(1 = 非常困难，5 = 非常容易)  
6. “学习多种解法让我对数学问题更感兴趣。”(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  
7. “当发现新解法时，我感到有成就感。”(1 = 从不，5 = 总是)  
8. “与传统教学相比，一题多解课堂让我更愿意主动思考。”(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 
9.“我会将一题多解的思维方式应用到其他学科(如物理、编程)中。”(1 = 从不，5 = 总是) 
10. “在考试中，我会优先尝试自己最熟悉的解法，而非探索新方法。”(1 = 非常同意，5 = 非常不

同意) 
11. “我能通过比较不同解法，总结解题的通用规律。”(1 = 非常困难，5 = 非常容易) 
12. “小组讨论中，同学的不同解法能启发我的思路。”(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  
13. “学习多种解法增加了我的课堂负担。”(1 = 非常同意，5 = 非常不同意) 
14. 请举例说明：哪种数列问题的多解法让你印象最深？它如何帮助你理解问题本质？  
15. 如果让你改进一题多解教学，你希望教师增加哪些支持？ 

5.3. 实验控制 

采取学生和教师均不被告知实验目的，仅告知使用不同教学方式，避免课外补习干扰，要求学生在

实验期间不额外学习数列内容，统一教材、教学进度及作业难度，在实验 1 个月进行延迟后测，检验知

识遗忘程度。 

5.4. 数据分析 

若实验组在后测结果中显著优于对照组(如成绩提高 20%以上，发散思维得分更高)，比如表现出更高

的学习兴趣、更积极的解题策略(如主动尝试多解法)，可得出教学策略的有效性，但是对于这些数据仍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样本规模较小、实验周期较短等，因此需继续提出改进方向(如跨校合作延长周期)。 

5.5. 预期成果 

验证六种关于一题多解思想的教学策略在提升知识掌握、思维灵活性上的优势，为数学教学改革提

供实证依据，推动课堂深度学习，尊重学生的需求，现根据严谨的实验设计与多维评估，科学验证六种

教学策略实施的有效性，并为教学实践提供可靠指导。 

6. 总结 

在教学中一题多解思想使用广泛，它的好处也有很多，但教师要注重合理运用，确定一题多解的适

用性需要综合考虑学生、题目、教学目标、教学资源、教师能力以及学生需求等多个因素。只有在这些

因素都适宜的情况下，一题多解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教育价值，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数学，教师要帮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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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从“想不到”跨越到“想得到”，这需要在策略性数学思想方法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口，教师应有意

识地引导学生自主归纳形成自身的思想方法库[9]，这启示我们在解题教学中，对同一问题可以多角度审

视，引发联想，从而发现不同的解法，为此需要通过精细化的教学设计、科学化的学生认知规律把握和

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构建，可以使多解思维真正成为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生长点，为学生的未来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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