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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教学的思维导图教学模式*

201104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实验学校 卢 爽

摘 要：思维导图是“问题提出、解决”的一种思维体验形式．研究思维导图，以及知识接受型、规律

发现型和研究型三种设计模型下的思维导图教学模式，可以辅助“问题提出、解决”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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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解决教学的一般理论

1．1什么是问题解决教学

所谓问题解决教学，是指教师有效指导学生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帮助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

识、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方式．

1．2问题解决教学的三种具体设计形式

从学生问题解决学习方式的角度观察，问题解

决教学的设计可分为三种类型：知识接受型设计、规

律发现型设计和研究型设计．三种设计本身并无主

次、优劣之分．依据不同教学内容选择不同的设计模

式，其设计的核心目标是让学生完整体验提出本源

问题、分析关联问题、解决最终问题、产生知识迁移

的思维过程，积累解决问题的学习经验．

数学问题解决教学是在数学领域实践问题解决

教学的一般理论．

2思维导图是数学问题解决教学的有效工具

2．1思维导图的定义

英国心理学家东尼·博赞对思维导图作出了如

下释义：“思维导图表达出来了发散性思维，属于人

类思维自然功能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图形技术可

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可以把人们的大脑潜力充

分挖掘出来．思维导图可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加

以运用，进而大大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力和思维能力，

并使得人们的行为表现有一个较大的改观．”

2．2思维导图的工作形式

思维导图模拟人脑的工作方式，又被称为心智

图或脑图．绘制时焦点清晰地集中在中央图形上，主

题的主干以脉络分支的形式延伸，延伸出一个关键

图像或关键词，各分支形成一个按层级连接的节点

结构，最终将大脑的发散思维可视化和图解化，形成

一种树状思维．

2．3在数学问题解决教学中运用思维导图的优势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思维工具具备简单、高效、发

散性和形象化的特点，能够全面调动左右脑的不同

功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大脑潜能，激发更高层次的思

维．用思维导图进行数学问题解决教学可以凸显问

题的思维过程，形象表征数学知识，呈现知识之间的

关联．近年来，思维导图在学科教学过程中被逐渐

应用．

3借助思维导图，辅助数学问题的提出

3．1借助思维导图的起点提出本源性问题

本源是指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初根源．本源性问

题是指最为原始、最为本质的问题．数学本源性问题

是指对数学知识的认知所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是

数学知识生长的起点，也是数学知识发展的根源．在

数学教学中，教师常常从本源性问题出发，揭示概念

的本质，启发学生思考，传递思想方法，构建知识体

系．本源性问题是数学知识的最初载体，其产生和发

展与数学思维导图学习模式高度相似，因此，教学时

可以借助思维导图的起点提出数学本源性问题．

3．2借助思维导图进行问题链设计

问题链是本源性问题发展的具体形式，更多的

问题意味着承载更多的知识．问题链设计是目前被

教师广为应用的教学设计之一．借助思维导图的各

级及其分支，从整体上系统地考虑问题问的层次性

与关联性，避开问题解决教学在提问内容、方式和时

机上的弊端，通过预先的设计和后续的生成，让课堂

提问设计更加有的放矢，学生的思维处于连续活跃

状态，思考更加有深度．

3．3科学的问题链设计应满足三个原则

一，提问的时机要恰当，提出问题的跨度不宜过

大或过小．二，提问的脉络需清晰且具有导向性，引

导学生循着线索去解决问题，除教师的特殊设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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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10 上海中学数学·2022年第6期

要跟着学生的思路去生成问题，找寻知识的增长点．

三，提问的内容要明确且具有逻辑性，引导学生关联

知识结构，建构知识体系．

4三种教学设计模型下的思维导图教学模式

三种教学设计模型下的思维导图教学模式，指

的是以知识的逻辑(知识的产生、发展、联系、关系

等)与学生的认知相结合构建起来的双逻辑模式下

的设计形式．

4．1知识接受型设计

知识接受型设计包括概念接受型设计和方法接

受型设计．一般针对教材中规定的公理、定义或特殊

问题的方法，例如公理“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有理数

的定义、绝对值的定义(几何意义)、二元一次方程的

定义、分母有理化的方法等．

以二元一次方程的相关概念教学为例(如图1

所示)，在这个设计中，思维导图教学模式主要从研

究“方程”相关概念的一般路径“定义一一般式一解

法一应用”设计问题链，复习旧知，学习新知．

4．2规律发现型设计

类比发现、归纳发现、猜想验证是解决数学规律

型问题时普遍应用的三种方法，其差异在于它们的

思考方向不同，因此，相应的教学设计模式也有所区

本源性问题：
二元一次方程的有关概念是什么?

别，以下结合具体设计片段进行说明．

4．2．1类比发现型

类比发现型教学设计的关键是选好类比教学的

对象．这个对象必须是已经学过的知识或学习经验，

并且，它与新知识之间具有共同点和相似之处，这些

共同点或相似属性关联的程度越高，类比就越明显．

例如沪教版八年级第二学期“19．8(1)直角三角形

的性质”一课的教学设计就可以采用类比发现型设

计，将问题链以思维导图模式呈现如下(如图2

所示)．

问题1 同学们已经学过哪些特殊的三角形?

问题2它们是如何定义的?

问题3它们具有哪些性质?(填写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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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4等腰三角形两腰所对的底角相等，那

么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所对的角有何数量关系?

问题5等腰三角形顶角的角平分线、底边上

的中线、底边上的高线互相重合，那么直角三角形直

角的角平分线、斜边上的中线、斜边上的高线是否也

互相重合?

问题6显然它们不重合，既然位置关系不重

合，就再来研究一下它们有无特殊的数量关系．请思

考，这三线将直角三角形分得的线段之间有没有确

定的数量关系?

问题7直角的角平分线和斜边上的高线所分

得的线段存在确定的数量关系，我们在初三年级会

进一步学习，直角的角平分线和斜边上的高线所分

得的图形中存在相等的角或互余的角．请猜想斜边

上的中线分得的图形中，角是否也存在特殊的数量

关系?你能验证猜想吗?

此例中，在思维导图教学模式下，一方面，可以

清晰看到直角三角形在新知(性质)上缺失，进而提

出了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新知识(直角三角形)与旧

知识(等腰三角形)，通过两者所具有的角元素的位

置关系和数量关系、内部三线的位置关系和数量关

系的类比，以问题链(问题4一问题7)的设计对它们

加以引导，揭示直角三角形“两锐角互余”和“斜边的

中线等于斜边的一半”的性质，解决问题．

4．2．2归纳发现型

归纳发现教学是发现学习中较多运用的一种教

学方法，往往用观察、试验、分析、比较、归纳、概括等

方法获得归纳的思维过程．在教学设计过程中，要有

效实施归纳发现学习，必须体现学科知识的特征，遵

循学生的认知规律，了解学生归纳发现学习的心理

过程，并根据其学习的心理过程进行教与学的设计．

有效的归纳发现学习主要分为感知、想象、抽象、

本源性问题：
n边形的内角和是多少?

概括四个思考阶段，以多边形的外角和教学为例(如

图3所示)．

问题1你会计算四边形的内角和吗?(感知)

问题2你会算五边形、六边形、n边形的内角

和吗?(想象)

问题3 以五边形为例，试一试．(抽象)

问题4以上各种方法中，哪种方法最易理解?

(对比)

问题5请你用这种方法试着归纳行边形的内

角和，并填写表2．(概括)

表2

多边形的内
从一个顶点 分割成的

多边形(边数) 引出的对角 三角形的
角和

线的条数 个数

三角形("=3) 1×180。一180。 O 1

四边形(”一4) 2×1800一3600 1 2

五边形(7"／=5) 3×180。一540。 2 3

六边形(”一6)

行边形(，1)

问题6你还有其他分割方法吗?(迁移)

此例中，借助思维导图可以看出教学中需要解

决的两个问题．一是在几种作辅助线的方法中，哪种

最易理解，计算最快，解决问题最便利?二是如何从

特殊到一般归纳总结行边形的内角和公式?围绕这

两个问题进行问题链设计．

4．2．3猜想验证发现型

猜想发现的途径，可以是试验、类比、归纳、构

造、联想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应用等．数学猜想是

联结对角线，分剖成2个三角形 ／、>

际赢而再鬲、卜删哪⋯⋯⋯一一—一一S么1—型竺二竺
任取一顶点，联结不相邻的两个顶点．／、—堂!!堡塑墅～◆立』1-—坚⋯180一。=540。

-在一边上任取一点．联结不相邻的两 <／ ／

L塑盟型丛皇业～．．W—n-"-＼m_／—■型坠堡生竺刊磷端叠笺：鱼一竺竺!竺竺!。I／、

L堕翌尘翌生一堡!个三堡丝◆—三!J．．．．!兰⋯180 4-180⋯。=5—4—0。

酮3

万方数据



上海中学数学·2022年第6期

有一定规律的(如类比的规律、归纳的规律等)，并且

要以数学知识和经验为支撑．在证明一个数学问题

之前，应猜想这个问题的内容，在完全做出详细证明

之前，应先有猜想证明的思路．例如在前文关于直角

三角形的性质的教学设计中，教师首先引导学生猜

想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中线将直角三角形分割成两

个等腰三角形，进而猜想“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中线

等于斜边的一半”，之后验证(论证)．这样获得的知

识就不再是由教师讲解分析，学生理解记忆而得到

的，而是学生通过“猜想一验证”的方法自主获得的．

在如图4所示的思维导图中，举例等腰梯形性质的

教学经历了“‘对称性’(直观观察)一元素的数量关

系(合情猜想)一性质定理(合理证明)”的过程，给出

了提出问题的依据、具体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可以此作为问题链设计的主线．

4．3研究型设计

研究型设计的核心是研究型问题．所谓研究型

问题，是相对题设与结论都明确给出的常规问题而

言的，往往需要在问题给定的题设条件中探索其可

能的结论并加以证明，或是从成立的结论中探索其

需要满足的条件，也可以是变更题设、结论的一部分

探索题目产生的变化等．解答常规问题大多只需要

本源性问题：
等腰梯形具有哪些性质?

研究型设计

展示由题设条件向结论转换的思维走向过程，而研

究型问题大多知识覆盖较广、综合性较强，教师教学

设计应结合具体问题进行观察、分析、比较、概括，探

究合理的思路．

如图5所示的思维导图是进行研究型问题设计

和解决的一般思路．对于研究型问题的问题链设计，

需要从具体问题出发，一般可以从“什么类型的问题?

(思考研究方法)一涉及哪些知识?(提炼已知条件及

其隐含的知识)一问题解决的障碍有哪些?(推理或

猜想须知的条件以及求解的方法)一可否解决问题?

(验证因果关系成立)”的问题路径进行设计．

思维导图是数学问题提出、解决的一种思维体

验形式．思维导图辅助问题解决的教学设计可以更

好地将知识的逻辑(知识的产生、发展、联系、关系

等)与学生的认知相结合，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

融合．

参考文献

[1]东尼·博赞，巴利·博赞．思维导图[M]．叶刚，译．北

京：中信出版社，20lo．

[2]吴显峰．本源性问题：驱动初中生的数学学习[J]．中学

数学教学参考(下旬)，2019(3)．

[三垂至三基}露摩平赁_舅腰相等
区哥碑Jf纛≯谕啦哟宴霉

一一[葫!拿等?吼丝厦摩理

由因寻果型 由推理、抽象、归纳、猜想出结论，再验证

正向思维，猜想条件，并验证

由果溯因型厂—————————————一—————1 逆向思维，由结论推理条件，再验证1ll-__．．，．。．、一一推出矛盾，否定假设
结论存在不定型 假设存在(成立)厂————————一
———————1’——————————。1 推出合理结果，回代验证

研究问题关联的知识结构 关注知识图谱中题目未涉及的知识⋯一——1●l■■_--———一一阅读，数学语言间的相互转化，知识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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