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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uitive think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the complex problems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As a non-logical way of 
thinking, it helps students to quickly understand abstract concepts, discover problem rules and optimize solution strategies. Therefore,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intuitive thinking ability and improve their teaching 
qualit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intuitive thinking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mathematical literacy and their ability to deal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First, we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intuitive 
thinking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Subsequently,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tuitive thinking, 
specific measures to cultivate intuitive thinking a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setting and teacher role, so a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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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直觉思维在解决高中数学复杂问题时具有重要作用。它作为一种非逻辑思维方式，有助于学生快速理解抽象概念、发现问
题规律以及优化解决策略。因此，在高中数学中，教师应该关注培养学生的直觉思维能力，提高教学质量。论文旨在探讨
高中数学教学中直觉思维的培养路径，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和应对实际问题的能力。首先，分析了直觉思维在高中数学
教学中的重要性。随后，针对直觉思维培养存在的问题，从课程设置和教师角色方面提出了培养直觉思维的具体措施，以
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高中数学；直觉思维；培养路径

【作者简介】吴柳玉（1978-），女，中国广西柳州人，本

科，从事高中数学教学与教育研究。

1 引言

华为的发展有目共睹，任正非在接受央视采访中，多

次提到数学的重要性，甚至说华为的关键性技术突破全靠数

学家。由此，数学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数学作为

一门基础学科，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逻辑思维能力具

有重要意义。然而，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

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对数学的学习只能

勉强跟上教学进度，学习效果不佳；另一部分，逻辑思维较

好，善于利用逻辑思维解题，但其解题速度受限于逻辑的正

确性。因此，如何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直觉思维能

力，成为了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文将提出相应的解决策

略，并结合具体教学案例，对这些策略和方法进行验证和总

结，为高中数学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2 直觉思维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重要性

2.1 直觉思维的概念和特点
直觉思维与传统解决思路不同的是：它在没有经过详

细分析和推理的情况下，通过对问题的观察和感知，可以快

速形成对问题本质、规律和解决方案。在高中数学教学中，

直觉思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解题速

度，还可培养学生以创新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 [1]。此外，它

还具有快速性、直接性、非语言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第一，

直觉思维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出结论，这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

分析和推理的时间；第二，直觉思维不依赖于缜密的逻辑推

理，而是直接观察和感知问题，以此形成直观的认识；第三，

直觉思维不需要借助文字语言来进行表达，而是直接在大脑

中生成相应的图像或概念；第四，直觉思维是基于经验和知

识的，而学生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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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其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2 直觉思维对于解决数学问题的作用
由于高考考题的出题方式多样化，学生需要积累大量

的知识，以便应对高考的全面考查。在对多位学生的访谈后，

我们发现部分学生在做数学题时存在题会做但无法写完、不

会做等情况。基于此，如果能够运用直觉思维迅速找到解题

思路，就可以提高解题效率，节省时间。原因在于：直觉思

维能够促使学生跳出常规思维框架，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

题，从而发现新的解题方法。帮助学生在面对新问题时，迅

速建立起问题与已掌握知识之间的联系，更快地找到解决问

题的方法。当学生能够运用直觉思维迅速解决数学问题时，

他们会获得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会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直觉思维可以帮助学

生将所学的知识与实际问题建立内在的联系，从而加深对知

识的理解和掌握，更好地将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认知结构 [2]。

3 高中生直觉思维的现状与问题

3.1 理性思维阻碍了直觉思维的发展
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部分高中长期坚持培养学生的

理性思维，使得高中生在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方面取得了较

好的进展，但在直觉思维方面却存在一定的欠缺。学生更倾

向于利用逻辑推理和分析来解决问题，而忽视了直觉的重要

性。我们以数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为例：

观察以下数列的前几项，并推测出数列的通项公式：1，

1，2，3，5，8，13，21……

这个问题考查学生对数列规律的识别和分析能力。在

实际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第一反应是利用逻辑分析和数学

推理来寻找数列之间的规律，比如相减、相除或其他数学关

系，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推理，最终发现这个数列的规律是：

每一项都是前两项的和（斐波那契数列），通项公式为

21 −− += nnn SSS 。其中，S1=1 和 S2=1 是数列的前两项。

此外，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直接思维来更快地解决。

但是，由于高中生在接受长期的传统教育过程中，容易形成

思维定势，即过分依赖于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来解决新问题 [3]。

这种思维定势使得他们在面对新问题时，很难跳出固有的思

维模式，从而限制了直觉思维的发挥。即便在某些情况下直

觉思维可能比逻辑思维更为高效和直接，他们还是更倾向于

使用逻辑思维去解决问题。

3.2 对直觉思维的认知不足
对于“直觉思维”这个词汇，部分高中生对其的认识

和理解仅停留于表层含义，存在模糊和误解。他们常常将直

觉思维与直觉混淆，认为直觉思维是一种主观的、随意的思

维方式，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这种误解与部分高中生在做

选择题时所运用的玄学相似，“点兵点将点到谁就选谁”“三

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以及“不会就选 C”等。

基于这种认知的前提下，导致许多学生在运用直觉思维解决

问题时缺乏信心，认为这种方法不靠谱。除此之外，高中生

在直觉思维的培养和训练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目前，高

中教育过于注重知识的灌输和应试能力的培养，而对于直觉

思维的培养和发展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学生们很少有机会

接触到与直觉思维相关的活动和训练，导致他们在实际应用

中无法灵活运用直觉思维解决问题。

4 培养高中生直觉思维的策略

4.1 教师角色的转变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教师主要扮演着知识的传授者

角色。他们向学生传授知识，解释概念，演示技能，然后让

学生重复练习以掌握所学内容。然而，这种教学模式却忽视

了对学生的直觉思维能力的培养。因此，为了更好地培养高

中生的直觉思维能力，教师的角色需要从传授者转变为引导

者 [4]。同时，引入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培养直觉思维能力奠定基础。

4.1.1 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
由于学生之间在学习兴趣、认知水平、学习方式等方

面存在差异化，作为引导者，教师需要充分了解学生的特点，

并利用课后作业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积极性。

第一，对于喜欢探索的学生，教师可以设计一些复杂

的数学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分析、归纳和总结，逐渐形成对

问题的直觉认识。我们以二次函数的性质和应用为例：

①例题展示：“已知二次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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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分析问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已知条件入手，将已知条件代入到二次函数表达式中，

得到关于 a、b、c的三个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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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如何

根据这三个方程判断二次函数图像的开口方向。经过小组讨论，学生发现可以通过观察三个

方程的特征来判断二次函数图像的开口方向。当 a＞0时，二次函数开口向上；当 a＜0时，

二次函数图像开口向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对学生的解答给予肯定，并进一步引导学生

总结出判断二次函数图像开口方向的方法。接着，教师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请问该二次

函数图像与 x轴的另一个交点坐标是多少？”引导学生运用已掌握的方法解决问题，并鼓励

学生通过类比和推理，尝试寻找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法。让学生在解决复杂数学问题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对问题的直觉认识，提高直觉思维能力。

第二，对于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教师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课后作业给予更多的关心和

支持，帮助他们建立自信。例如，已知三角形 ABC的三边长分别为 a=3，b=4，c=5，请判

断出三角形的形状，并求出其面积。通过解答这个问题，学生可以巩固基础知识，逐步提高

运算能力，为培养数学直觉思维奠定基础。同时，在解答过程中，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学

习情况给予及时的反馈和指导，帮助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提高学习效果。

4.1.2 教师需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学生往往过于依赖教师的讲解和指导。然而，培养直觉思维能力

需要学生具备自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学会自主学习，鼓励他

们独立思考，勇于尝试新方法。同时，教师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通过布置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注重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

观点和看法，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培养他们的

直觉思维能力。此外，教师还需要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直觉思维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实践的

锻炼。因此，教师应该设计一些富有创意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

4.2 课程内容的调整

对课程内容进行调整，增加直觉思维训练的环节是必要的。基于此，教师可以利用思维

拓展的方式开设专门的直觉思维训练课程，包括直觉思维的理论学习、案例分析和实践操作

等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设计一些需要学生运用直觉思维解决的问题，让学生在实

践中体验和理解直觉思维的重要性和应用。例如，有一个四位数，它的各个数位上的数字之

和为 19，而且这四位数加上 6180后，得到的数各个数位上的数字之和为 14，请问这四位数

是什么？

分析问题：教师可以让学生观察并思考这个问题，直觉思维的第一步是抓住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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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问题：教师可以让学生观察并思考这个问题，直觉思维的第一步是抓住问题的关键

然后，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根据这三个方程判断二

次函数图像的开口方向。经过小组讨论，学生发现可以通过

观察三个方程的特征来判断二次函数图像的开口方向。当 

a ＞ 0 时，二次函数开口向上；当 a ＜ 0 时，二次函数图像

开口向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对学生的解答给予肯定，

并进一步引导学生总结出判断二次函数图像开口方向的方

法。接着，教师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请问该二次函数图

像与 x 轴的另一个交点坐标是多少？”引导学生运用已掌握

的方法解决问题，并鼓励学生通过类比和推理，尝试寻找其

他可能的解决方法。让学生在解决复杂数学问题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对问题的直觉认识，提高直觉思维能力。

第二，对于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教师可以通过有针

对性地课后作业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建立自

信。例如，已知三角形 ABC 的三边长分别为 a=3，b=4，

c=5，请判断出三角形的形状，并求出其面积。通过解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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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学生可以巩固基础知识，逐步提高运算能力，为培

养数学直觉思维奠定基础。同时，在解答过程中，教师还可

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给予及时的反馈和指导，帮助他们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提高学习效果。

4.1.2 教师需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学生往往过于依赖教师的讲解

和指导。然而，培养直觉思维能力需要学生具备自主思考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学会自主学习，

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勇于尝试新方法。同时，教师需要营造

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布置一

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注重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鼓励学生

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培养他们的直觉思维能力。

此外，教师还需要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直觉思维能力的培

养离不开实践的锻炼。因此，教师应该设计一些富有创意的

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提高解决问题的

能力。

4.2 课程内容的调整
对课程内容进行调整，增加直觉思维训练的环节是必

要的。基于此，教师可以利用思维拓展的方式开设专门的直

觉思维训练课程，包括直觉思维的理论学习、案例分析和实

践操作等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设计一些需要学生

运用直觉思维解决的问题，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和理解直觉

思维的重要性和应用。例如，有一个四位数，它的各个数位

上的数字之和为 19，而且这四位数加上 6180 后，得到的数

各个数位上的数字之和为 14，请问这四位数是什么？

分析问题：教师可以让学生观察并思考这个问题，直

觉思维的第一步是抓住问题的关键点。在这个问题中，关键

点是数字之和前后不一致。这意味着在加法的过程中，有

一些数字发生了进位，导致数字之和从 19 变为了 14。进一

步观察，我们发现 6180 是一个四位数，且每个数加起来的

数字之和为 15。如果初始数字加 6180 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进

位，那么新的数字之和应该是 19+15=34。然而，新的数字

之和是 14，也就是说在加法过程中，一共发生了 2 次进位。

接下来，由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哪些数位可能发生进位。得出

结论是：进位只能发生在百位和千位。因此，原始四位数

的十位和个位是 16，百位和千位之和是 12，初始四位数为

3916。

综上，这种思维方式对于学生学习复杂的数学问题具

有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个问题，学生可以体验到直觉思维在

解决问题中的作用。通过抓住关键点、观察规律、尝试猜测

和验证的方式，可以让学生找到最终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鼓励他们分享自己的直觉

思维过程，从而提高学生的直觉思维能力。

5 结语

直觉思维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能

够帮助学生迅速理解数学概念和定理，还能够提高解题速度

和准确度。因此，培养学生的直觉思维能力是高中数学教

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教师可以通过提供具体的例子和实际问

题，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引导他们主动思考和发现规

律。同时，教师应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探究，培养他们

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关

注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及时发现和纠正不良的思维倾

向。最后，教师还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不断探索

和总结有效的直觉思维培养方法和经验，为学生提供更好的

学习环境和条件，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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