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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素质教育背景下，高中数学不但要提高学生的高考分数，更应该提高学生的数学综合能力。 其中，分析和解决能力就是数学综
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组成及培养策略进行探究 ，旨在推动高中数学教学的发展与进步，切实提高学生
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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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是数学综合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未来

的成长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教师应该以提高
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作为高中数学教学的主要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众多教师开始思考什么是分析和解决问题，并探究如

何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目前，已经有众多专家和学者针对这
个问题展开研究，但相关研究并不系统，还有待完善与发展。
基于此，本文在此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组成及培养策略，以期能够

推动高中数学教学的发展，切实提高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帮助学
生更好地成长与发展。
二、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组成
１．理解和审题能力
从解决问题的步骤来看，学生在面对一个问题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审

题，要通过审题理解题干的意思，理清题干所给条件的目的和作用。 由此
可以看出，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首先包括了理解和审题能力。
具体地说，审题能力主要是指充分理解题意，把握住题目本质的能力；

分析、发现隐含条件以及化简、转化已知和所求的能力．要快捷、准确在解
决问题，掌握题目的数形特点、能对条件或所求进行转化和发现隐含条件
是至关重要的。

２．逻辑思维能力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学生要快速准确地解决相应的问题就需要在正确

理解题干意思的基础上，对题干给出的条件进行合理的调配和运用。 这就
需要学生结合题干和已知的条件去推导隐藏的条件，并梳理正确的解题思
路将其正确运用到解题过程中。
在这种过程中，考验学生的就是逻辑思维能力。 具体地说，逻辑思维

能力是指正确、合理思考的能力。 即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
象、概括、判断、推理的能力，采用科学的逻辑方法，准确而有条理地表达自
己思维过程的能力。 只有拥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学生才能够更深层次
的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并理清思路和思维，最终正确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３．创新能力
在面对学生时，学生容易陷入思维的困境，经常会陷入思维的死角。

这是由于学生的创新能力不足，没有从新的角度和方面看待问题。 在这种
背景下，学生往往无法发现隐藏的条件，也无法发现题干给出的条件拥有
另类的用法。
进一步说，学生只有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才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题干

给出的条件，才能够从新的角度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并得出新的解题思路，
最终找出更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
三、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策略
１．引导学生进行审题，并养成细心的良好习惯
教师要在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首先

要做的就是引导学生进行审题，只有提高学生的审题能力，才能够让学生
正确理解题干的意思，进而产生初步的解题思路，并推导隐藏条件，最终达
到正确解题的目的。
换言之，教师需要提高学生的审题能力，需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

读题和审题，使学生会审题，能够正确理解把握题意，并推导题目给出的
条件。

例如，“５０名学生做的物理、化学两种实验，已知物理实验做得正确得
有 ４０人，化学实验做得正确得有 ３１人，两种实验都做错得有 ４ 人，则这两
种实验都做对的有多少人？”在这道题中，教师首先要让学生明白这道题的
中心意思，即根据题干给出的条件求出两种实验都做正确的人数。 在此基
础上，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正确审题，首先要通过题目的条件进一步得出物
理实验做错的有 １０人，化学实验做错的有 １９人，再结合两种实验都做错的
有 ４人得出相应的式子，根据题干的意思逐步得到答案。
与此同时，教师需要注意的是，学生粗心的习惯是导致不能正确解题

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教师不但要引导学生进行正确审题，更应该培养
学生细心的良好习惯。 这就需要教师在引导学生正确审题的同时逐步培
养学生的意识，让学生在反复的练习中逐步养成好的习惯，消除粗心大意
的不良习惯。

２．通过练习逐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同时，教师要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就应该通过

适当的练习，让学生在反复的练习中不断的分析、思考和探究，使学生的思
维变得更加活跃，逐步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例如，在“由 ０、１、２、３、４、５ 可以组成多少个没有重复数字 ５ 位奇数？”

这道题中，学生必须依靠逻辑思维能力进行分析，而后判定由于末位和首
位有特殊要求，应该优先安排，以免不合要求的元素占了这两个位置。
在此基础上，学生才会发现先排末位有 Ｃ１３种方法，然后排首位有 Ｃ１４

种方法，最后排其他位置有 Ａ３４ 种方法，最后按照分部技术原理得出答案
为 ２８８种。
通过一步步的推导，学生就是由浅到深的进行分析和总结，这对于学

生的思维来说有极大的助益。 随着练习的不断进行，学生的思维速度会变
快，也就逐步提高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３．一题多解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最后，教师要在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使用

一题多解的方式达到目的。
例如，在立体几何解决二面角的问题中，教师首先要求学生找到垂线，

在利用相应的知识进行解答。 此时，教师询问学生：“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立体几何与空间向量有什么联系，是否可以用空间向量解决二面角。”
基于此，学生从新的角度开始思考问题，最后能够通过空间向量更简

洁的解题。 这就能够引导学生在面对问题时多角度的思考和分析，得出多
样化的解题方法。
四、结束语
总地来说，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

也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就需要教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推动高
中数学教学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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