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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高中生数学解题能力，是判断学生知识掌握和应用情况的关键指标，同时也是提升学

生学习兴趣的重要途径.鉴于当前高中生在解题中面临的重重困难，科学融入波利亚解题模型，可促使学

生在“理清题意、制定计划、执行计划、检验与回顾”的解题流程中高效解答题目，逐渐提升学生的解题能

力.本文聚焦于此，结合解题实践，针对波利亚解题模型在数学解题中的应用展开了详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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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利亚解题模型源于波利亚《怎样解题:数学

思维的新方法》 . 在该书中，波利亚紧紧围绕“解决

数学问题”这一中心任务，提出了“波利亚解题模

型”，倡导学生在解题时，应遵循“理清题意———制

定计划———执行计划———检验与回顾”四个流程开

展.其中，“理清题意”即为理解题目意思、明确题目

已知条件、所求问题等，这是学生高效解题的关键；
“制定计划”是联系题目已知条件、所求问题，运用

所学的知识进行思考，寻找解题思路；“执行计划”
则是依据上一个阶段中制定的解题思路，利用所学

的知识、方法进行推理、运算，最终得出正确的结论；
“检验与回顾”则是对整个解题过程进行回顾、反
思、总结，在检验解题正确与否的基础上，进行知识

积累，并为学生后续的解题奠定基础[１] . 鉴于波利

亚思想的内涵，将其应用到高中数学解题教学中，已
经成为一线教师研究的重点.

１ 高中数学解题教学状况

１. １ 解题教学驱动性不足，学生学习积极性较低

新课标执行前期，高中数学解题教学大多仍以

讲解式教学和练习式教学为主. 讲解式教学由教师

主导，注重对问题进行剖析和讲解，学生处于被动学

习状态；练习式教学则以学生为主体，对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要求较高.因此，教师教学设

计不够全面，教学模式趣味性较低，导致解题教学驱

动性不足，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等现象在讲解式教

学和练习式教学中都有体现. 在讲解式教学中的体

现为学生注意力不集中，打瞌睡、走神等现象频发；
在练习式教学中的体现为学生解题效率较低、正确

度较低.例如，教师在讲解“椭圆的标准方程”相关

的知识点时，会在引导学生进行等式的化简后推导

出椭圆的标准方程，但因为学生对于等式的化简存

在困难，而课堂时间有限，造成学生缺少练习时间，
教师也需要进行后续的讲解.这造成“一步慢，步步

慢”的情况，学生也无法跟上教师后续的讲解进度，
学习自信心也会受到打击.
１. ２ 解题教学创新性不足，难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新课程标准指出，高中数学教学需要在传授知

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运用能力、创新精神、核心素

养等综合能力.数学习题每年都会迎来一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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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考查的内容大体相同，但解题思路会发生一定

的改变.前期高中数学教师因为没有针对性地培养

学生的解题能力和核心素养，导致学生掌握了某一

个问题的解题方法，并未掌握这一类题型的解题方

法.例如，教师在讲解“已知函数 ｆ(ｘ) ＝ ｌｎ(ｘ ＋ ｘ２ ＋
１)，若实数 ａ，ｂ 满足 ｆ(ａ) ＋ ｆ( ｂ － １) ＝ ０，则 ａ ＋ ｂ
＝ ?”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观察 ｆ( ｘ)在定义域内是

增函数还是减函数. 教师在讲解时也会按部就班地

完成讲解，但在实际过程中缺乏引导学生深度思考

的过程，导致学生只能将解题方法运用到这一个题

目上，无法触类旁通.
１. ３ 忽视回顾与反思环节，解题教学有效性不足

回顾反思作为解题教学的收尾阶段，其具有帮

助学生查漏补缺、增强学生记忆力、提升学生解题思

维的重要作用.但在当前高中数学教学中，仍有部分

教师忽视回顾反思教学开展，导致解题教学有效

性不足.以“立体几何初步”这一章节知识点为例，
教师在讲解完成之后会为学生布置相关的复习任

务，如进行习题训练等. 因为教师并未了解学生的

实际学情，其很难针对性地布置复习任务，因此大

部分教师会选择“题海战术”，试图通过量变来引

起质变.并且，学生在完成复习任务之后教师的评

价也极其简单，大都只有几个 “对钩”或者一个

“阅”字，复习任务的有效性难以充分体现，学生也

无法根据教师的评价确定自身的问题. 久而久之，
学生的复习积极性会不断降低，学习压力也会因

为题海战术不断增加.

２ 波利亚解题模型在高中数学解题教学中

的实践应用

　 　 为对波利亚解题模版在解题中的应用展开

深入研究，笔者结合以下两道题目进行了详细的

探究:
例 １　 已知正项等比数列 ａｎ{ }的前 ｎ 项和为

Ｓｎ，ａ１ ＝ ２，２Ｓ２ ＝ ａ２ ＋ ａ３ 求:
(１)等比数列 ａｎ{ }的通项公式?

(２)设 ｂｎ ＝
２ｎ － １
ａｎ
，求数列 ｂｎ{ }的前 ｎ项和?

基于波利亚解题模型，在解答这一问题时，可从

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第一，理清题意.引导学生自己读题、审题，理解

题目的含义，明确题目中的已知条件、未知内容、所
求目标等.在本题中学生经过审题，理清了题目中已

知条件、所求目标. 其中，已知条件:数列 ａｎ{ }的首

项、第二项和第三项的和、 ａｎ{ }是正项等比数列；所
求目标:数列 ａｎ{ }、 ｂｎ{ }的通项公式，以及 ｂｎ{ }的前

ｎ项和?
第二，制定计划. 本阶段是形成解题思路的核

心，主要是聚焦所求的问题，围绕已知量和未知量

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解题思

路.在本题目中，先将题目中已知条件和所求问题

联系 起 来，并 由 “等 比 数 列 的 通 项 公 式、数 列

ｂｎ{ }的前 ｎ 项和”展开联想. 在此基础上通过讨

论、分析，逐渐形成本题目的解题思路:针对(１)来
说，需要借助等比数列的性质，前 ｎ 项和求和公

式，将 ａｎ{ }的首项和公比 ｑ 求出来；针对(２)来说，
则需要借助数列 ａｎ{ }的通项公式，将 ｂｎ{ }的通项公

式求出来.接着再利用错位相减的方法，将 ｂｎ{ }前

ｎ项和求出来.
第三，执行计划.主要是按照上述设计的解题思

路进行解答.在本题目中根据上述分析所形成的解

题思路，按照如下步骤执行解题:
(１)设数列 ａｎ{ }公比为 ｑ(ｑ > ０)，
因为 ２Ｓ２ ＝ ａ２ ＋ ａ３，所以 ２(ａ１ ＋ ａ２) ＝ ａ１ｑ ＋ ａ２ｑ，

ｑ ＝ ２
所以 ａｎ ＝ ２·２ｎ － １ ＝ ２ｎ

(２)根据题目(１)得出:ｂｎ ＝
２ｎ － １
ａｎ

＝ ２ｎ － １
２ｎ
，假

设 ｂｎ{ }的前 ｎ项和为 Ｔｎ

则 Ｔｎ ＝ １ ×
１
２ ＋ ２ × (

１
２ )

２ ＋ ５ × ( １２ )
３ ＋ … ＋

(２ｎ － ３) × ( １２ )
ｎ － １ ＋ (２ｎ － １) × ( １２ )

ｎ①

又因为 １２ Ｔｎ ＝ １ × (
１
２ )

２ ＋ ３ × ( １２ )
２ ＋ … ＋ (２ｎ

－ ３) × ( １２ )
ｎ ＋ (２ｎ － １) × ( １２ )

ｎ ＋ １②

由① －②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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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Ｔｎ ＝

１
２ ＋ ２ × (

１
２ )

２ ＋ ２ × ( １２ )
３ ＋ … ＋ ( １２ )

ｎ

－ (２ｎ － １) × ( １２ )
ｎ ＋ １

即 １２ Ｔｎ ＝
１
２ ＋ １ － (

１
２ )

ｎ × ２ － (２ｎ － １) × ( １２ )
ｎ ＋ １

所以 Ｔｎ ＝ ３ － ４ × (
１
２ )

ｎ － (２ｎ － １) × ( １２ )
ｎ ＝ ３

－ (２ｎ ＋ ３) × ( １２ )
ｎ

第四，检验与回顾.这一环节主要是解题完成之

后对其进行检验，看其是否正确. 同时，在这一阶段

中，还应及时进行反思和积累，为学生后续解题奠定

基础.在本题目解答完毕后，就先引导学生开展检

验，之后围绕整个解题过程进行反思和总结. 对此，
有的学生表示本题目中主要围绕等比数列的性质、
通项公式、错位相减法进行了考查；还有的学生在总

结中提出了解答第一问数列 ａｎ{ }的首项和公比 ｑ 是
关键；也有的学生在总结中提出了本题的难点在于

第二问，关键是运算[２] . 如此，学生通过反思与总

结，不仅掌握了这一类型数学解题的解答技巧，也学

会了知识的迁移和应用，真正提升了学生的举一反

三能力.

３ 高中数学波利亚解题教学启示

波利亚模型是一种重要的、系统化的解题方

式，将其应用到数学解题中，可促使学生在“理清

题意———制定计划———执行计划———检 验 与 回

顾”的引导下，深入挖掘题目中已知条件和所求问

题，并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寻求已知条件和

未知条件的内在联系，最终将陌生的数学题目转

化成为学生所熟悉的数学解题类型，以便于学生

形成明确、清晰的解题思路. 鉴于波利亚模型在数

学解题中的应用价值，高中数学教师还应灵活开

展课堂教学，引导学生在日常学习中逐渐掌握这

一解题技巧和能力.
首先，引导学生灵活应用波利亚“怎样解题”

表.波利亚模型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常规的解题思路，
无论是简单的数学题目，还是复杂的数学题目，都可

以按照这一思路展开.因此，为了引导学生真正掌握

这一解题技巧，就应结合具体的题目，引领学生分析

题目、确定目标、研究解题思路、解题实践等. 如此，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学生就会逐渐形成波利

亚解题思维.
其次，深层次挖掘波利亚解题思想观，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根据波利亚解题的具体流程和内涵，对
学生的审题能力、基础知识体系、数学思想、数学运

算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于此，高中数学教师在

日常教学中，还应立足于波利亚解题的思想观，聚焦

学生的核心素养设计课堂教学方案，全面加强学生

基础知识、数学审题能力、数学抽象素养、常见数学

思想教学，借助针对性的训练提升学生的数学综合

素养.
最后，重视检验与总结.波利亚解题模型中的四

个步骤组成了一个系统化的解题体系. 在实际应用

中，部分教师常常忽视回顾和检验. 鉴于此，在日常

解题教学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引导学生完成解题

之后及时进行反思，使学生在反思、总结中，领悟数

学解题中蕴含的数学思想，内化数学知识，并提升自

身的数学解题能力[３] .
综上所述，波利亚模型作为一种有效的解题

工具，将其应用到数学解题中，不仅提升了学生

的数学解题效率，也帮助学生逐渐形成了良好的

解题习惯，真正提升了高中生的数学解题能力 .
鉴于此，高中数学教师在日常解题教学中，应基

于针对性的练习题目，对波利亚解题模型进行细

化，使学生在针对性的训练中，逐渐掌握这一解

题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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