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1), 346-353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1054   

文章引用: 张永清. 浅谈初中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因素[J].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1): 346-353.  
DOI: 10.12677/ces.2024.121054 

 
 

浅谈初中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影响因素 

张永清 

数学与统计学院黄冈师范学院，湖北 黄冈 
 
收稿日期：2023年9月25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23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31日 

 
 

 
摘  要 

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一直是众多国家数学课程体系中的重点，本文通过对数学问题解决过程的阐述以及

对一些初中学生解题情况的整理与分析，对影响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因素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对应

的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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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problem-solving ability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mathematics curriculum 
system in many countries, an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mathematical prob-
lem-solving ability through the elaboration of the mathematical problem-solving process and the 
collation and analysis of som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situation, and puts for-
ward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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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问题解决”自提出以来就成为了各国数学教育的热点问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国家都将

问题解决作为其数学课程的核心内容。数学问题解决的学习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数学知识的掌握水平，

还能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是培养新时代创新型人才的有效方式。但在实际的数学教学中，

由于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很多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学习没有太大问题，数学问题解决的效果却不太

理想，归根结底还是数学问题解决的能力过于薄弱。长期以往，不利于学生数学学科的学习和未来的发

展。因此，找出影响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因素，是提高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关键。本文从学生

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一些学生解题情况的分析，对影响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因素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对

应的教学建议。 

2. 数学问题解决的基本过程 

 
Figure 1. Basic process of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 
图 1. 数学问题解决的基本过程 

 
问题解决的理论经历了“试误说→顿悟说→信息加工说→现代认知模式→建构主义”的发展轨迹[1]。

对于数学问题解决的研究，波利亚给出了一个 4 步骤的解题程序：弄清问题→拟定计划→实现计划→回

顾[2]。曹一鸣等人将波利亚的解决问题四阶段模型看成是解决抽象数学问题的基本过程，并提出了具有

现实背景的数学问题解决基本过程：1) 分析问题背景，寻找数学联系；2) 建立数学模型；3) 求解数学

问题；4) 检验与推广[3]。还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数学问题解决的基本过程进行总结，如何小亚根

据解决数学问题的心理过程，将数学问题解决分为四个阶段：1) 意识到问题的存在；2) 表征问题；3) 确
定解决问题的策略并尝试某种问题解决的方法；4) 评价与反思[4]。庞维国依据现代认知心理学从问题解

决模式中分析出五个数学问题解决的子过程：1) 发现问题；2) 界定和表征问题；3) 确定问题解决方案；

4) 执行解题方案；5) 评价问题解决的结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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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及分析，现将数学问题解决的基本过程总结如下： 
第一步，表征问题。对数学问题进行合理地表征是解决数学问题的第一步，它涉及准确地理解、分

析和描述问题。特别是对于结构不良的数学问题，由于其给定问题的结构不确定，同一个问题可能存在

多种不同的表征形式，所以，对问题进行合理的表征是解决数学问题至关重要的一步。因此，解决者在

对问题进行重构时要充分理解问题信息并对相关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选择。如果初始的问题表征对于问

题的解决没有帮助，则解决者需要重新选择信息并进行问题表征的重构。 
第二步，制定并实施方案。在对数学问题进行表征之后，解决者根据自身的知识储备和相关经验，

对问题进行转化，生成一些解决策略，并对这些策略进行选择，选择有效的解决对策来解决问题。 
第三步，评价与反思。评价与反思在数学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数学问题解

决过程的特殊性，其每个环节都会对问题的解决产生影响，因此在解决过程中解决者要不断地进行评价

和反思，以获取更深的理解和提高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例如，相关信息的选择是否正确、数学问题的表

征是否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否有效等都需要进行评价和反思。数学问题解决的基本过程如图 1 所示。 

3. 影响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主要因素 

由于研究者对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研究角度的不同，其对影响因素的探索也不尽相同。如，舍费尔德

在对 12 名大学 1~2 年级学生的实证研究中，总结出数学问题解决思维能力的四个要素：认知资源、启发

法则、调控、信念系统[6]。喻平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认为功能固着、问题表征、反应定势、知识背景、

智慧水平、动机强度、认知风格及气质性格等因素会对问题解决产生影响[2]。 
本文主要从学生自身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一些学生解题情况的整理与分析，找出影响数学问题解决

能力的因素。 

3.1. 案例整理与分析 

中考作为一种终结性评价方式，其成绩是学生能否进入高中的重要依据。《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2022 年版)》指出：“全面理解和体现课程标准要求，依据课程标准所规定的课程目标、内容要求、学

业要求和学业质量命题，各领域考查内容所占比例与其在课程标准中所占比例大体一致，难易程度大体

均衡，保证命题的科学性”[7]。因此，本文选取黄冈市 2023 年中考数学试题作为学生题目来源，具有一

定的科学性、权威性。下面选取其中的 17、18、21 题作简要分析，题目见图 2、图 3、图 4。 
 

 
Figure 2. Question 18 of the mathematics paper of the 2023 junior high school academic level examina-
tion in Huanggang City 
图 2. 黄冈市 2023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数学试卷第 18 题 

 
第 18 题主要考察的是二元一次方程组的应用及不等式的解法，通过整理学生的解答过程，发现其解

答情况分为以下四种：全部错误或空白；部分正确，能根据题目中所给的条件，列出正确的二元一次方

程组，但计算错误；部分正确，能正确求出两种型号垃圾桶的单价并根据相关条件列出正确的不等式，

但计算错误；全部正确，能按照题目要求列出正确的二元一次方程组和不等式，且计算结果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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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Question 19 of the mathematics paper of the 2023 junior high school academic level ex-
amination in Huanggang City 
图 3. 黄冈市 2023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数学试卷第 19 题 

 
第 19 题主要考察的是条形图与扇形图对应数据间的联系以及树状图、列表法的运用，通过整理学生

的解答过程，发现其解答情况分为以下四种：全部错误或空白；部分正确，能发现条形图与扇形图对应

数据间的关系，列出算式，但计算结果错误；部分正确，能进行正确的计算，补全缺失的数据，但不会

用树状图或列表法求概率；全部正确，能补全缺失的数据，进行相对应的计算，会运用树状图或列表法

求概率。 
 

 
Figure 4. Question 21 of the mathematics paper of the 2023 junior high school academic level ex-
amination in Huanggang City 
图 4. 黄冈市 2023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数学试卷第 21 题 

 
第 21 题主要考察的是一次函数、反比例函数、一元二次方程的相关知识点，通过整理学生的解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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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发现其解答情况分为以下五种：全部错误或空白；部分正确，仅能求出两个函数的解析式；部分正

确，能求出两个函数的解析式并结合函数图像，找出符合要求的 x 的取值范围；部分正确，能根据函数

解析式，设出 P、Q 两点的坐标，用含未知数的式子来表示 PQ 的长度，并根据题目条件构造出合理的一

元二次方程，但计算结果错误；全部正确，能求出两个函数的解析式，能找出符合要求的 x 的取值范围、

P 点的坐标。 
通过对上述三道题目学生解答情况的整理，学生的解答情况主要分为全部错误或空白、部分正确、

全部正确这三种情况。下面对这三种情况进行简要分析： 
对于第一种情况，这类学生对于题目的理解不够深刻，不知道题目考察的知识点是什么，即无法找

到所学知识和问题间的联系，因此无法对题目中的已知条件进行分析，导致问题表征受阻，问题无法得

到解决。对于没有进行作答的学生，通过课后与他们进行交谈，其空白原因分为以下三种：1) 对此问题

完全不会，不知道该怎么作答；2) 对问题有一定的思考，但怀疑自己的能力，缺乏解决问题的信心，导

致没有作答；3) 缺乏解题的兴趣和动机，不想作答。 
对于第二种情况，这类学生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能理解题目的意图，对题目中的条件能进行简单

运用，但由于其认知结构不完善，对问题中的某一概念缺乏深层次的理解或对问题中考察的相关知识点

掌握不牢固、运用不灵活，缺乏解决问题的相关经验，导致无法对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表征，使得问题得

不到完全解决。还有一部分学生，能根据问题的条件进行合理的表征，并选择出合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但在计算过程中不够细心，缺乏对结果的检验，导致最终结果错误。 
对于第三种情况，这类学生对于题目的意图把握准确，能合理地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问题并且解题

过程清晰，说明这类学生对问题的认知更为完整，能依据已知条件对问题进行合理的表征，最终选用正

确的方案来解决问题。通过调查，在全部正确的这类学生中，有一部分学生一开始选择的方案也并非合

理，但其最后通过验证自己的结论发现了问题所在，及时做出了调整，最终得到了正确答案，说明元认

知能力在学生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兴趣与动机、认知结构、问题表征和元认知能力在学生数学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起着重要

作用，对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具有重要影响。 

3.2. 影响因素 

3.2.1. 兴趣与动机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强烈的学习兴趣是学生有效进行问题解决的前提。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有些学

生喜欢数学，他们把解决问题当作一种挑战并且有信心完成挑战，能积极主动地寻找多种方法来解决问

题，在问题得到解决时能获得较好的成就感。有些学生则对数学存在抵触逃避的心理，他们对问题解决

的兴趣和动机相对较低，面对待解决的数学问题，通常放弃作答或胡乱作答，存在应付交差的现象。 
兴趣作为学生内在的推动力，它能够激发个体去主动探索，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问题。

当学生对数学充满兴趣时，他会更愿意去克服难题，同时也更容易保持专注，更容易投入精力去理解数

学概念。此外，积极的动机可以提高学生的目标导向性，使其更主动地寻求帮助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由此可见，兴趣和动机在数学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3.2.2. 认知结构 
认知结构是指学生在大脑中组织和存储信息的方式，包括知识、概念、记忆和思维模式等。它是学

生对外界信息进行处理和理解的框架，决定了学生如何感知、记忆、思考和解决问题。数学问题解决的

基本思想是转化与化归思想，当学生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数学问题解决经验，就能将非常规问题转化

为常规问题。如果学生的知识储备不足，缺乏相对应的问题解决经验，那么问题转化就会存在困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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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问题的解决。因此，在解决数学问题时，学生首先需要调用其认知结构中的数学知识和概念，以理解

问题的要求和条件，然后再利用其认知结构中的思维模式和策略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在实际观察中，认知结构影响学生数学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主要分为三种：一是有些学生知识储备

不足，无法对问题中的信息进行提取与分析；二是有些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知识，但是对于数学

问题的情境无法理解，导致知识无法运用；三是有些学生尽管能正确理解数学问题情境并对相关信息进

行处理，但缺乏相关的数学问题解决经验，在问题中提取到的信息无法与相关知识建立联系或者即使建

立了联系但存在漏洞，无法进行积极的评价与反思，导致问题无法解决。 
由此可见，认知结构与数学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认知结构的质量和

合理性直接关系到数学问题解决的效率和准确性，学生的认知结构越完整，其问题解决能力相对就越好，

相反，如果学生认知结构缺失或是杂乱无章的，那么对数学问题的解决是极其困难的[8]。 

3.2.3. 问题表征 
问题表征是指在解决问题时，对问题相关信息进行编码和记录的方式，包括对问题的描述、提取相

关信息、明确问题的性质、已知条件和目标条件。一个清晰准确的问题表征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问题

的本质，从而更有效地解决数学问题，相反，如果学生对问题的表征不准确或者表征错误，显然会增加

问题解决的难度。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认知结构较好的学生对于问题的分析和理解相对准确，问题的解决过程

也相对顺利，而认知结构较差的学生对于问题的分析和理解相对模糊，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因此，问题

表征是数学问题解决中的关键部分，它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起点和框架，当学生能够将问题进行合理的

表征时，就为接下来的问题解决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相反，如果学生无法对问题进行合理的表征，

那么问题的解决将会陷入困境。由此可见，问题表征的合理与否影响着数学问题的顺利解决。 

3.2.4. 元认知 
元认知是指人对自己的认知过程和思维策略的认知和调控。它不仅影响了学生如何理解和选择解决

策略，还有助于他们更有效地规划、监控和评估问题解决的过程。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学生在

遇到一种策略无法对问题进行解决时，会及时调整方向，寻找其他的策略或重构问题表征以寻求新的方

法来解决问题，而有些学生则会钻牛角尖，无法对问题进行重新表征，对问题束手无策。由此可见，学

生的元认知对问题解决的每一个阶段都会产生影响，是影响数学问题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在主观意义上影响着数学问题解决活动的进行，认知结构是数学

问题解决的基础，问题表征是数学问题解决的关键，元认知能力在数学问题解决的各环节中起着反思和

调控的作用。 

4. 提高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建议 

4.1. 激发数学学习兴趣和动机 

学生是数学问题解决的主体，学生对数学学习兴趣的有无和动机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数学问题解决是

否顺利有效地开展，对问题能否成功解决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兴

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使更多的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去解决问题，从而达到提高学生数学问题解决

能力的目的。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注重数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通过真实的教学情境，让学生体会到数学在

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通过不断引入生活中的相关实例或进行一些数学游戏，使原本抽象的数学具体化，

让学生感到学习数学趣味性与实用性，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动机。对于一些已经对数学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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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态度的学生，教师也要耐心指导，根据他们的自身情况，安排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任务，让他们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体会到自己的价值感，增强解决问题的自信，慢慢转变他们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

的心态。 

4.2. 构建良好的认知结构 

数学知识的学习是一个不断顺应的过程，学生通过利用自身已掌握的知识来解决遇到的新问题，更

有利于新知识的掌握。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帮助学生构建良好的认知结构，

为数学问题的成功解决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课堂教学中，数学知识是一个整体，切不可将它们割裂开。在学习新知识之前，教师可引导学生

对旧知识和相关经验进行回顾和总结，找到新旧知识间的异同。当问题产生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多思考

“旧知识对新问题的解决有什么用”、“如何运用旧知识来解决新问题”来分析问题，起初学生会尝试

用现有知识来解决问题，当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时，学生则会意识到现有的知识和经验对问题是无效的，

因此，就会主动尝试将新知识与现有知识进行融合，重建认知结构，以此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此外，

在学生出现错误的认知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正视错误认知的产生，并及时对错误认知产生的原因进行剖

析，鼓励学生继续进行探索，培养学生不怕失败、勇于探索的优秀品质。 

4.3. 引导学生合理表征 

问题表征涉及准确地理解、分析、描述问题，是问题解决的关键。教师在教学中不能仅仅只关注学

生问题表征的结果，还应对学生表征的过程进行分析。由于学生认知结构的差异，对于同一个问题，其

问题表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学生对于问题的表征较为准确，那么其对于问题的解决过程就相对

顺利，而有些学生无法对问题进行合理的表征，导致问题解决出现困难。因此，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问

题表征的思维过程，对于表征不当或表征错误的学生，要及时引导学生找出表征错误的原因，例如其问

题的描述是否清晰、信息的提取是否有效、问题的属性是否准确，并对错误原因进行分析，对问题重新

进行表征。 

4.4. 提高反思评价意识 

诸多研究已经发现，问题解决过程都不是一个按照事先制定好的程序一成不变地加以实施的机械过

程，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对所发生的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并随时可以进行调整的动态过程。“学而不思则罔”，

只是一味地训练而并不进行反思，这样的学习是无效的。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加强学生元认知水平

的培养，提高学生反思与评价的意识，学会对数学问题解决的过程进行评价。例如相关信息的选择是否

正确、数学问题的表征是否合理、解决对策是否有效、是否存在更简单的解决对策，通过对这些问题的

评价与反思，及时地对问题解决的各环节进行调控，从而使问题得到解决。这样不仅可以提升训练的效

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学生的压力，促进学生的发展。 

5. 结语 

数学问题解决能力作为学生的一种关键能力，不仅在数学教育中具有重要性，对学生今后的发展同

样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尽管对影响学生数学问题解决能力的四种主要因素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对应的

建议，但由于调查的学生样本不是很多且调查方法单一，因此还需继续完善，这也是今后提升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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