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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依据和意义
21 世纪有了新的一轮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此次改革

提倡素质教育，而培养学生解题反思能力也是素质教育的

核心内容之一。其次数学是一门高度抽象，广泛应用，思

维逻辑严密，灵活性极强的科学，学生的思维和情感体验

都和成年人有很大的区别，善于解题反思的学生就能够很

好地把握数学学习的关键，从而遏制数学的“咽喉”，实

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1]。最后我们发现中学生的解题过程并

非仅仅是一个做题的过程，也不仅是反复运用旧知的过程，

这是个需要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当中去，并且整个内心世

界都随之跌宕起伏的过程。

在新课改的大趋势下，我们发现学生的解题反思的能

力对学好数学尤其重要 . 这种能力能使学生有更好的数学学

习习惯，数学学习态度。为了提高他们的综合解题能力，

我们应该培养中学生自我反思和总结的意识，使和一些重

要的解题思维和方法形成固定框架，让学生的数学知识体

系更加清晰 [2]。

1.2 中国及其他国家研究现状 
在欧洲的各大国家中，著名的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最先

把反思能力引进教育过程，其发表的《我们怎样思维》对

当时美国教育起到了良好的开端作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

义。而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则主张以行动反思，

在行动中反思，获取实践性学识。由最早孔子的《论语》

提出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及“吾日三省

吾身”的观点，就足够说明在古代反思就已经开始被人们

重视。后来我们的应试教育虽然一直没有注重对反思的研

究，但是伴随的新课改的广泛应用，教育开始解放了课堂，

充分发挥学生自己思维能力，所以反思的话题研究开始逐

渐被重视起来 [3]。论文就主要以初中阶段学生为研究对象，

对中学生的数学解题反思能力的培养进行了实践探究和数

据分析。

2 数学解题反思的内容

培养良好思维模式并提升解决问题能力，掌握一种学

习方法的能力做好认识和改变自己，这就是反思。例如在

学习数学课程时经常反思自己数学成绩退步，并且反思数

学的知识和方法掌握的程度好坏，在解题时是否经常反思

引用的数学知识和方法等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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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反思解题的技巧
例 1：

图 1

如图 1所示，现有直角 ADC∆ ，其中点 O是 AC 的中点，

点是 B 的 OC 中点，且 , 0９=∠ADC ，

，求证： ADC∆ 和 DBC∆ 相似。

分析：在处理这道题之前我们就应该首先回顾一下证

明三角形相似的定理，“两边一角，或者两个角”。夹相等

角的两个比例相等的边和这个夹角。题中条件较多，对解题

思路有迷惑作用。其次我们还可以直接找出来一个隐含的条

件， C∠ 是两个三角形的重合角，即 BCDDCA ∠=∠ 。并且

我们还能很容易地证明出 DBCADC ∠=∠ 。因此，就能得

到解题步骤：

∵

∴

又∵图中易看出， BCDDCA ∠=∠

∴ ADC∆ 和 DBC∆ 相似

总结：上面类似的几何证明题考究的是中学生对数学

几何图形的了解和熟练运用，在学校的大部分题海战术下，

较多同学还没有形成牢固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教师帮助学

生总结，并时常回顾此类的知识点。

2.2 反思解题的思维
例 2：

① 422 aaa =+

② 22424 aaaa ==÷ ÷   

③ 52323 )()( aaaa −=−=−⋅ +   

④ 0)( 30 =÷− aa
⑤ 213232)( aaaa ==⋅ ++−−

判断一下上面式子中出现哪些错误？并想一下出现这

些错误的原因有哪些？我们应该怎样去克服这些错误呢？

解析：第一小题错在幂的运算方法，相加并不是指数

相加而是系数相加，它属于合并同类项的范畴，学生应该反

思一下正确的幂运算；第二题的运算是幂的运算应为指数相

减，而不是相除；第三题的运算出错在括号的运算；第四题

的运算错在幂的运算，0 次幂是 1 而不是 0；第五题的错误

也是出在幂运算中。

总结：对于这种类似的代数式运算，考察的就是学生

的运算基础和公式的理解程度，所以我们应该理解性的记忆

公式定理。对于错题的修正不仅仅是纠正，还要求学生自己

对错题进行反思和总结，对类型题系统地总结一下适合自己

的思维方式，并时常回顾复习。

3 问卷调查的内容

3.1 问卷调查的目的
为能够准确地对初中生的数学学习的情况了解，拟编

制了 17 个问题，以此来了解老师对学生在解题反思的能力

培养的程度。

其中有学生自己对数学学习的反思态度调查（例如第 1

题、第 7 题和第 8 题），有学生学习数学习惯的反思调查（例

如第2题、第4题和第11题），以及对数学学习反思的内容（例

如第 3 题、第 6 题和第 9 题）。

3.2 问卷调查的结果
本问卷调查是从数学学习的反思态度、数学学习习惯

的反思、数学学习反思的内容这三个方面进行数调查研究，

统计各题选项结果并分析数据，最后得出结论（见图 2）。

图 2 问卷调查各题选项总统计

第 1 题研究的是学生是否了解自己学习数学的能力和

兴趣，其中有 54% 的学生选择了较了解，30% 的选择了很

了解，13% 的选择了不太了解，3% 的不了解。

第 2 题是对数学作业的反思调查，31% 的学生会对错

题进行反思，35% 的学生会对错题进行纠正。

第 3 题是调查学生是否经常对数学习题反思，其中有

52% 的学生会偶尔反思，22% 的会总是反思，20% 的会经

常反思，6% 的从不反思。

第 4 题的调查目的和第 2 题一样，也是对学习数学的

好习惯的调查，26% 的有好习惯，53% 的有较好的习惯。

第 5 题的调查就是对学生自己数学成绩的反思，其中

30% 的会分析原因，对自己的数学成绩进行深刻反思。第 6

题和第 7 题是对自己解题经常犯错的了解程度的调查也属于

对数学学习的了解程度的调查。第 8 题是对自己数学成绩的

了解程度调查。

第 9 题是调查学生是否结合别的同学的学习方法来反

思自己的数学学习方法。第 10 题是对学生学习数学的好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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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的调查。

第 11 题是对学生学习数学的总结。第 15 题对自己能

学好数学的总结。

第 12 题对数学题的举一反三思维的调查，其中 37% 的

人会经常这样灵活的学习数学。

第 13 题和第 14 题是学习数学的好习惯的调查，对学

生自己学习数学的习惯调查。因为有个反思习惯的过程就是

一种进步。

第16题是对学生是否了解数学解题反思能力的重要性，

而第 17 题则是调查各个学生的数学成绩如何。

结论：经调查有关数学学习态度得出的结论是：大部

分（78.5%）中学生对于数学解题反思的态度是比较好的，

极少部分（4.5%）不太注重反思；有关学习数学好习惯的

反思得出的结论是：大部分（62.6%）都有对错题进行反思，

然后纠正，并且还会有一大部分的人搜集错题并定期回顾；[5]

有关数学反思的内容得出的结论是：一般（61.6%）中学生

就会反思一些做题所用的数学知识和方法，并且还会反思对

解过的数学题的另一种方法。

4 解题反思的分析及建议

经过访谈和调查，最终认为影响中学生数学学习以及

解题反思能力培养的因素主要分为内在和外在因素。

其中，数学学习的反思内容是影响中学生数学解题反

思能力的内在因素。教师和学生应该注重数学解题的“钥

匙”，即首先弄清题目所需的公式定理以及一些特殊的处理

方法；而数学学习的习惯则是影响中学生数学解题反思能力

的外在因素，学生回忆相关的题目熟悉程度，并由此来联想

解类型题所需的数学知识，以及题中有用的信息。最后升华

一下学生的数学学习的习惯，即一题多解的思想，慢慢探求

其他的解题方法，最终寻求最简单并且适合自己的解题方法

或者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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