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刍议如何提升学生的解题能力
⑧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严保静

数学素养是现代社会每个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

养，数学学习的目的是“学以致用”．在高中阶段，要检

验学生的“学”的结果，最直接的形式就是考查其解题

能力．学生的解题能力高，解题的收获大是师生追求

的现实目标之一．那么，如何提升学生的解题能力

呢?笔者认为，教师要从关注“教师教”向关注“学生

学”转变，以真学定真教．

一、提高解题能力的几个教学策略

高考对学生的数学运用能力和数学实践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其立意更趋向于能力和素养的考核．因

此，要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教师需结合班级学情，采

取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以此提升学生解题能力．

1．重过程轻结论

数学本来魅力无限，可数学题目变化多端，令人望

而生畏．如果老师只重视知识结论和套路，学生死记实

施方案，机械模仿和重复，事倍功半，久之会生厌．现在

的试卷更具有开放性，出题人和阅卷人都重视概念掌

握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并不过分侧重于考查学生的

计算能力，更加强调过程性．这样的一种趋势，势必在今

后的中学数学教学和高考数学题中进一步得到体现．

2019年全国卷第4题“断臂维纳斯”身高问题(题

目略)，学生之所以感到有些困惑，并不是因为题目

难，而是因为题目新，需要学生灵活地运用黄金分割

点的知识来解决问题．这种发展趋势，反应到数学教

学上，就要求教师更加注重对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和运

用这些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教学．这样的要求如果

仅靠过去的题海战术是很难适应的．所以教师必须改

变传统的教学观念，让数学更加贴合生活实际，让学

生掌握数学方法，这远比只是完成大量的计算要困难

得多，也重要得多．

2．重思维轻技巧

例1 已知圆0的半径为1，PA，PB为该圆的两

条切线，A，B为两切点，那么PA·PB的最小值为

——●

解法1：如图1，设么APB=20，0<口<--“4-，则P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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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设PA—z(z>O)，———}———}—■—}—·——一—}
PA·PB—lPA l·lPB COS 20一z 2(1—2sin2口)

．z 2(．z2一]) ．z 4一．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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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一一—， (t一1)(￡一2)
令t一1+z2，PA·PB一兰—!兰』一

生兰幽一卅÷一3≥2厄_3．
知的，无论设AP，OP的长哪个为变量都可以!

同·同cos曰一应12cOS臼一翥0·(1--2sin2@)一生掣．
8m“i

令z—sinz昙，o<z≤1，则商．一P—B一

旦二二堕旦二型一2z+土一3≥2抠一3．
比较发现几种解法最后都归为基本不等式或者

函数求最值．这是求最值最基本最本质的方法．前两

让学生从知晓“怎么做”拓展为“为什么做”，引导

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思考，提升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

力，有效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所选题目，最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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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具有多样性．这里的多样性不是越多越好，有些 师点评：非常好!对解趑思路要进仃预判，数学

突兀的解法形成不了能力，还干扰思路，打击积极性， 方法才能运用自如．

不足为取．最能体现数学思想方法的解法，才是能体 变式2：若不等式z2—2ax+1<0对Vz∈E1，

现数学核心知识的方法，更有利于注重学生数学思维 2]时恒成立，求a的取值范围．

能力的培养．这样的解法，学生越能容易想得到越好， 生3：解法同前面两种，只要把“小于”改成“大

学生的数学素养培养的越深刻． 于”．

3．重本质轻套路 师追问：还有其他解法吗?

例2 若不等式z2—2ax+1>0对V z∈[1， 生4：令厂(z)一z 2—2ax+1，由一元二次函数的2¨鬻嚣胡‘ 图象得㈣嚣学生板书两种解法． ⋯”。【厂(2)<o．
解法1：厂(z)一z2—2ax+1，对称轴z一以． 师追问：此法漂亮!怎么想到这么解的?

若a<1，厂(z)溅一厂(1)>0，得a<1； 生4：这是一个一元二次不等式，想到和一元二次

若以>2．．厂(z)～一．厂(2)>o，得以>_5，舍去；
函数相互转化·例2和变式1对应的图象情况比较多，

吐 此法不太适合．
若1≤n≤2，厂(z)一n一厂(以)>o，得一1<口< 数学习题多变，更改一个已知条件，甚至有时只

1，舍去． 更换一个关键字就可能变成一个全新的题目．最终用
综上Ⅱ<1I 多个解法解这道题目．多种方法中注意方法的优选与

解法2：由不等式可得a<兰≥兰在z∈I-1，2]上 优化．只有把握问题的一般原理的本质，才能迅速、正
觚

确、高效地达成解题的目的．
，，2一_1、

。’’’’ 一’’

恒成立，只要n<(等)。。即可，问题转化为求 二、提高解题能力的几个学习策略

掣的最小值． 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学生学习长期处于被支配

师追问：你觉得哪种方法更简单?为什么?
的状态，对教师产生过度的依赖，从而出现听得懂不

生1：分离参数法不用分类讨论． 会做的尴尬局面-为改变这一现状，教师要培养学生

师点评：非常好!两种解法都可以，都是解决恒
良好的审题、阅读习惯，引导学生在错误中反思，在反

成立问题常用的两种思路．第一种函数最值法，只要 思中发现，在发现中改进，从而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能够求出最值即可解决．第二种分离参数法，此题不
1·培养审题能力

用分类讨论，所以更加简单方便． 数学是思维的体操，其文字、符号、图形更是一门

变式1：若不等式32．2—2以z+1>o对V z∈[一
语言·学生接收信息、分析信息和加工信息也需要良

1，2]时恒成立，求以的取值范围． 好的阅读能力·因此提升解题能力不能忽视学生阅读

对于变式1学生也给出两种不同解法． 能力、审题能力的培养·读出已知条件中的显性信息

解法1：同上，略． 与隐性信息，抓住问题的本质进行深入地分析，自然

，。一_1 找到正确的解题思路．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审题是
解法2：X,1z E-(o，2]，由不等式可得n<兰云二 开始，也是重中之重．

在z∈(o，2]上恒成立． 例3 设复数2'1和z z满足关系式Z'IZ2@Azl+

对z一0，由不等式可得1>0恒成立． Az。一0，其中A是非零的复数，证明：

对z∈[一1，o)由不等式可得以>≤：掣在z∈ (1)【z，+p I‘．I z。+p I—I A 2；

[-1，0)墟成立．
“

(2)等一l搿|．[一1，o)上恒成立．
¨7

z。+A—l i干百I’
师追问：这时你选哪一种?为什么? 本题难度较大，很多学生不审题就直接进行推

生2：都可以．因为两种方法都要讨论．我更趋向 导，进而推导时思维受阻．要解本题需要对已知进行

豫蒜鍪篡龚荐姿霎凳嚣募誓霎薮法要滟了呢?勰若可以找到隐含舯‘z坐2+A必为正剃，岫师追问：为什么变式的分离参数法要讨论了呢?
“⋯”⋯。”““”“。4⋯ ”“一“”’⋯

生2：不等式两边同时除以一个数时要注意它的 此证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正负，还有0． 审题不仅要找到问题的关键词，也要重视隐含条

■■■■■■■■■■■■■_山．哆●已．而古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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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挖掘，只有找到问题本质，才能将提取的信息进

行有效关联，进而形成解题思路，突破难点．

2．提升分析能力

在学习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上课听得懂，解

题时却感觉无从下手，尤其对于已知条件较多的题目

更是一头雾水．很多同学笼统地将问题归结为“题

难”．

例4 在AABC中，内角A，B，C的对边分别是

口，b，f，如果a+b≥2c，求证：c≥÷．

如果注意到a+b≥2c是关于边的关系，想到C

的余弦．

㈣：啷c一氆≯≥尘芸a型--b 2一

卫3窖3 2

1≥1导ab-≠1可1当且仅当a———■沥厂—一≥——五厂一虿，当且仅当a
一6时取等号，所以c≥÷．

如果注意到a+b≥2c可以改写成l BC l+

AC l≥2 AB I，想到向量的方法．

证法2：由I BC l+l AC I≥2 AB I，
————+—————’·————’

得l BC l+l AC l≥2 BC—AC 1．
——+——+———}—}

平方得3 BC 2+3 AC 2—8 BC AC COS C
———}———}———}———}

一2 BC AC I≤0，

～3 I赢I z+3 I葡I z一2 I葡I l赢l
COS。乡———1赢盯忝T_—一
、6 I赢I I葡卜2 l赢I l葡I 1

多——i厩盯雨r一一虿’
3．加强归纳能力

在解题后从几个方面进行总结：命题者的意图；

此题的关键之处；一题一小结，厘清解题步骤和数学

思想方法，将零碎的知识结构化、系统化；此题为什么

这样做；解题过程中暴露的知识弱点；这个问题改变

设问角度，还会变成什么样的题目等等．考完一次试

后，也要进行总结，通过总结，积累成功的经验、失败

的教训．并把平时练习和考试中做错的题目积累成

集，并且经常翻阅复习．

4．深化反思能力

每个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解题习惯不同，失分点也

不尽相同．失分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类：(1)基础知识

不扎实，知识点混淆；(2)学习习惯差，审题不清；(3)

知识体系碎片化，知识迁移能力差；(4)思维能力差，

解题思路含糊不清；(5)数学语言应用不严谨、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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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解题过程不完整；(6)基础计算能力差，计算频频

失分等．教师要引导学生将失分原因进行分类，通过

对错误的分析、总结和反思，实现有针对性的查缺补

漏．融会贯通，解一题会一类，关注知识的同化、顺应

和平衡，有益于学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有助于

学生认识自我，增强自信，提升质量．

例5 现有A，B，C 3项任务，A任务需要2人完

成，B和C任务各需1人完成，若从10人中选派4人来

完成这3项任务，有多少种不同的选法?

错解1：第一步，从10人中任意选4人，则有C扎

种选法；第二步，从4人中选择2人完成A任务，有

Ai种方法；第三步，剩下2人完成另外两项任务，则

有Ai种方法，则共有C{。AiAi种不同的方法，求解

得5040种．

错因分析：本题的思路清晰，第一步和第三步的

理解也没有问题，问题主要出现在第二步，完成A任

务的两人与顺序没有关系，因此应为组合，而非排列，

故需将Ai改为C乱出现此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对“排

列”和“组合”的概念理解不清，因概念混淆而造成了

失分．

错解2：同样分三步完成，然在第二步和第三步求

解中都忽略顺序关系，因此得出的答案C40cXci一

1260种．

错因分析：错解2与错解1的错因相同，都是因为

对概念的理解不够深入而产生了错误．

解法1：根据对错因的分析，可以得到选法为

C扎CiAi一2520种．

解法2：分两步完成，从10人中任意选2人完成A

任务，则有C孔种，B，C两项任务从8人中选两人，则

为Ai，故有C％Ai一2520种．

在解题中，很多同学容易将“排列”和“组合”混

淆，概念混淆是主因．教师要带领学生分析错因，让学

生进行自我反思，看问题的症结是概念理解问题还是

审题问题，只有分清真正的错因，才能有效地查缺补

漏，留给学生时间进行适时地反思，搞清问题的来龙

去脉，再筛选最优化的方法，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注

重学生数学素养的提升．

总之，解题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

程．教学中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落实“四基”，培养

“四能”，重视数学意识和数学素养的形成和培养，让

学生在解题过程中学会分析、学会总结和思考，突破

解题难关，提升解题能力，走向智慧深处，最终完成立

德树人的任务．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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