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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竞赛思想促进中学数学教学的探讨
李 蕊 任雪雪 卢卫君

（广西民族大学理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摘 要 数学竞赛思想是在数学竞赛的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维意识，是数学活动的基本观点。教师在这种

思想的熏陶下逐步转变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在学习中逐步扩充自身的知识结构，深化思维层次和提升数学素养。从

而，在中学教学中注重学生数学学习的过程，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加深学生对数学本质的认识，培养学生的数学能

力。本文基于数学竞赛是中学数学教学的延伸的事实基础上，对数学竞赛解题中的数学思想方法及应用进行简要分

析，展示了数学竞赛可为中学数学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从而促进中学数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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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数学教育家杜罗夫斯亚曾给被试者提出这样的问题：“用

六根火柴棒作出四个等边三角形，使三角形每边都由一根火

柴组成。”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大多被试者都在平面上作种种

尝试，但都已失败告终，有的被试者经历失败之后，再次尝试

分析问题的条件，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最终从立体方面解决

以上问题。这充分说明了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是不断尝试、

探索的一个过程。这也启发了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注重学生

数学学习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教师要做到很

好的引导学生，课堂教学中做到深入浅出，触类旁通，也需要

教师有深厚的解题功底和较高的思维水平，数学竞赛的学习

研究恰好可以促使教师不断发展，促进自身的成长与进步。数

学竞赛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促使

教师加快知识更新速度，提高自身素养，在一定程度上起普及

现代数学内容和思想方法的作用。

1数学竞赛的解题思想方法及应用

G·波利亚提出数学解题过程的四个阶段，即弄清问题、

拟定计划、实现计划和回顾。这表明了解决数学问题要从理

解问题开始，经过探索思路、转换问题直至解决问题。在数学

竞赛中，由于命题新颖且灵活，数学思想方法相当于竞赛解题

中的“导航仪”，引领我们去解决数学问题。数学竞赛问题的

解决更加凸显了数学思想方法的重要性，它的研究和学习一

方面可以提升教师的解题能力，提升教师的思维层次和数学

素养；另一方面深化学生对数学本质和数学思想方法的认知，

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数学能力。

1.1分类讨论思想及应用

在解题过程中，根据题设中的已知信息，把要求解的问题

细分为几类小问题、或分为几种可能的情况。基于以上的分

类，再依次进行研究和解决的数学思想，我们称之为分类讨论

思想。在进行分类时要“确定对象的全体、明确分类标准，要

做到“不重不漏”。按某一标准所进行的分类也为我们解决问

题提供了又一个非常有用的已知条件，能使复杂问题简单化，

有助于我们有效地解决问题。

例 1：已知： 的半径为 5cm，它的两条平行弦的长是方

程 的两个根，求平行弦间的距离。

解：由方程 得 。

(i)如图（1），弦 ， ， ， 分别为

的中点，由垂径定理的推论知 。

同理 ，

(ii)如图（2）中，有

两条平行线间的距离为 1cm或 7cm。

这道题是典型的分类讨论问题，在中学日常教学中,遇到

类似的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考虑到不同的情况，在教学中逐

步培养学生分类讨论的意识。在中学教学中，教师在教学中

要做到触类旁通，适当拓展教学内容，在学习圆的相关问题时，

把例 1作为拓展训练题或者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在这个过程

中，教师很好的引导与鼓励学生，激励学生主动去探究，提示

学生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和学习过的数学思想方法尝试去求解。

关于几何图形的证明或者求解问题，在没有给定图形的情况

下，一般需要分类讨论。

1.2转化与化归思想及应用

转化与化归，即是在对数学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时，利用

某种方法对问题的形式进行变形从而实现转化，进而解决数

学问题的思想方法。即是复杂向简单、未知向已知、一般向特

殊、抽象向具体、实际向模型的转化。

例 2：设 ， 都是定义在 R 上的奇函数，

在区间 上的最大值是 5，求

在 上的最小值。

解：由 是奇函数， 构造函数

，

为奇函数，且 在区间 上的最大值是 3，依

据奇函数的对称性， 在 上有最小值为 3，

在 上的最小值为 1。

此题把要求解代数式转化为奇函数，利用“转化”这种思

想是解决此数学问题的关键。转化的策略思想就是变“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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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攻”为“侧翼进攻”的思维方法。此题在教学中学习函数的

性质时可作为拓展训练，加深对函数性质的了解，让学生体会

转化与化归思想的运用。在做中学的学习中将分式方程转化

为整式方程，指数式化为对数式以及恒等变换中的“和差化积”

等都是应用的转化的思想方法。

2数学竞赛对中学数学教学的影响

2.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数学竞赛解题方法具有巧妙性、新颖性，有它独特的数学

魅力。它是学生之间智力的博弈，学生解决数学问题需要具

备洞察全局的观察力，尝试不同的求解路径。学生强烈的好

奇心和求知欲驱动他们去尝试，当学生经过自己的努力，解决

一道数学问题时，会有一种强烈的数学成就感，体验探索知识

的快乐。因此，他们想要探寻更多的问题，扩宽知识，积极主

动的参与多种数学活动，对未知的东西更加感兴趣，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

2.2注重数学思想方法的学习

解决数学竞赛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寻找出特殊的解题路径，

解题的过程是不断试错的过程，需要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

明才智，尝试不同的切入点，运用不同的解题方法。在这个学

习，逐步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型思维。其中，

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学习的内在驱动力量，是支撑起数学知

识的骨架。数学竞赛巧妙的解法依赖于数学思想方法的合适

选取和应用，教师可选取适当的竞赛题目作为学生的拓展训

练，进一步深化学生对数学数学思想方法的理解，让学生体会

到它们的强大辐射。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注重积累数学思想方

法，在解决数学问题时，学会应用数学思想方法解决问题。

2.3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数学素养

数学竞赛问题考察综合性较强，对师生的计算能力、数学

抽象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图形的观察要求较高。中学数

学教师不仅应当具备较强的解题力，而且还应当能够指导学

生解题。学生在尝试解决数问题的过程中，要做到清晰的分

析题干信息，并且调动自身已有的知识和数学思想方法的积

累尝试求解。不管最终是否妥善的解决数学问题，对学生来

说都会有所收获。数学竞赛可以增强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其创造性思维，提升学生的数学能

力。同时，教师借助数学竞赛可以了解到当前社会最新的数

学研究结论、成果，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提升自身的数学素

养。数学竞赛的相关理念可以转变教师的培养理念，增强教

师对课堂教学的整体设计能力和课堂驾驭能力。

2.4促进中学教学内容和教学理念的更新

数学竞赛的培养理念和素质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都强

调数学学习的过程，注重对学生数学能力和思维能力培养。数

学竞赛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发展性，其内容不断更新，部分数学

竞赛题目是由现代数学结论改编形成的，它能为中学教学注

入新的活力。教师转变教育理念，在教学中积极引导学生，给

予学生自由思考，主动探索的机会，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学生知识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灵活。数学竞赛平面几何、

代数、数论、组合这四部分内容，蕴含着现代的新的内容、新的

方法、新的思想，进一步充实了中学教学内容。数学竞赛的教

育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学生的培养理念，它把一线

教学者目光引向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促进教学理念的更新。

3结束语

数学竞赛是中学教育的一部分，数学竞赛的开展以中学

数学教学内容为基础，同时又是中学数学教学的外延。从学

生层面来看，学生学习数学竞赛可以巩固自己已有的数学知

识，增强学生的探究能力，活跃学生的思维，提升学生种综合

能力。从教师层面来看，教师在开展学习研究数学竞赛的过

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加深对中学数学教材内容的

理解，提升自身的数学素养和研究能力，并以数学竞赛为媒介

更好的吸收现代数学的内容和思想方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能更好的调动施教对象的学习热情，强化数学思想方法的学

习，自觉提高教学水准。在中学教学中应用数学竞赛内容可

促进中学数学教学，其主要体现在注重数学思想方法的学习,

培养学生的数学能力；提高教师的解题能力和数学素养；促进

中学教学内容和教学理念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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