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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数学教学实践的总结与探讨，提出了利用数学开放性问题教学、培养学生创造性应

做好的五个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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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指出：“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

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勇于创新⋯⋯创新是一

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在教育。传统教育

一味追求知识传承、思维过程包办代替；忽视知识的

产生、发展和生成过程，致使学生不善于多角度思

考，缺乏对问题的发现、理解和解决问题的创造力，

抑制了学生创造性的发展。数学教师利用数学开放

性问题的教学可以很好地使学生掌握知识，培养学

生的创造性。

’ 创造性及培养

创造性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心理活动，是根据一

定的目的和任务，运用一切已知信息，开展能动思维

活动，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具有社会或个人价值

的产品的品质。这里的产品，包括思想和物质两个方

面，它既可以是一种新概念、新设想、新理论，也可以

是一项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有创造性的人，一定

有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独特的想象力、积极的求异意

识、强烈的探索发现欲、活跃的创造灵感、开放的思

维空间。学生创造性的培养，要求教师根据思维及创

造活动的一般规律，激发学生进行创造的兴趣，形成

与提高他们良好的创造性素质，引导他们掌握实现

创造的基本方法，从而提高其创造能力和思维水平，

更好地从事创造活动和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 什么是“数学开放性问题”

一般来说，以知识为载体，以问题为中心，不拘

泥于具体的知识点，而是将数学知识、方法和原理融

于一体，突出对数学思想方法、发散思维的深广度、

进一步学习的潜能以及知识迁移的考察，体现数学

思维价值的问题，就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它包括：!
答案不固定或条件不充分的问题；"条件有余需要

选择或条件不足需要补充的问题；#有多种正确答

案，结果是开放的问题；$问题不必有解，答案不必

唯一，并在设问方式上要求学生多方面、多角度、多

层次探索的数学问题。它具有以下特点：

"0 ’ 解决问题的思维特征具有多向性和指向不确定

性

对于开放性问题，有的是条件开放，结论固定；

有的是结论开放，条件固定；有的是条件和结论同时

开放。对于同一个问题，由于条件不同可能会出现结

果的不同。由于开放的条件和结论有待探索，故思维

难以定向，其思维特征具有多向性和指向不确定

性。

"0 " 解决问题途径具有多样性

在分析问题时，如果运用常规方法有困难或行

不通，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从不同的方向对问题进

行探索。通过对所涉及的材料、信息、知识及知识之

间的关系的把握，运用整合、猜想、类比联想和归纳

推理等科学方法，在运动中、变化中探索事物内在联

系和规律，从而发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0 + 解题方法具有开放性

解决数学开放性问题本身没有固定的模式可

循，需要我们利用发散性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和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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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的特征，跳出传统推理的思维模式，学会合情合

理地判断推理，用一些非常规的数学思想方法，依据

“问题”中所提供的信息筛选出关键特征，建立起已

知、未知和问题类型三者之间的关系“桥梁”，实现问

题的解决。

$ 利用数学开放性问题教学，培养学

生创造性应做好五项工作

$% ! 努力创设情境

在教学中创设开放性教学的情境，不是教师设

框框，把学生的手脚捆绑起来，要求学生按教师预先

设置好的一套去运行，而是把学生推到主动位置，鼓

励学生发现数学的规律和解决问题的途径，使他们

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学生学习数学的过程不是被

动的吸收，而是他们亲身参与的充满丰富、生动的思

维活动，经历的一个实践和创新的过程。课堂教学

过程应是动态发展、不断生成的过程。为此，教师必

须了解学生、找准教学的起点，在全面深入研究学生

和钻研教材的基础上，努力创设数学开放性问题情

景、设计探索程序，把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还给学生，

要多给合作的机会、多给探究的素材、多给表现的舞

台，少些包办、少些替代。这样，使学生的智慧、个性

和才能才能在课堂中得以生成、张扬和发挥。

$% & 引导自主探索

在实际教学中，一个问题的结论能让学生个体

或小组通过讨论交流等自主式学习、探究得出的教

学情景不是很多。可以说是现在课堂教学中存在的

最大弊病。给学生送死结论，无疑是在扼杀学生的

人性，剥夺学生的学习权，其实质就是不给学生一个

“学习过程”。一个没有学习过程的学习，学生创造

性的培养就等于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一个几

何问题，当学生遇到困难时，教师就直接把辅助线给

添上去，表面上看去学生能把问题顺利解决，教学是

“成功”的。其实不然，因为学生的能力恰恰是在“为

什么要这样添辅助线”这一关键问题上得到培养和

提高的。在教学中教师千万不要将结论提前给出，

而要在学生遇到思维障碍时，引导和启发学生在已

知与未知之间迅速建立起逻辑关系，通过自己的思

考、小组的讨论交流来 “探索规律”。 “探索是数学

的生命线”。数学教师要树立“数学教学的根本目的

是促进学生的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的观念，应跳

出传统课堂教学框架的束缚，引导学生共同参与教

学，让学生真正成为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成为真正的

学习主人，把课堂演绎成生活的“交际场”，让学生学

会求知，学会交流，学会合作，体验成功。

$% $ 突出知识迁移

在考试中，一旦把一个基本数学问题迁移到一

个新的、现实的社会经济情境中，学生就 “面目全

非”，“一筹莫展”。这是什么原因呢？很显然，不外乎

于教材中问题情境不能与新数学问题情境发生相互

作用，无法顺利完成知识迁移与情境联系。教师在设

计数学开放性问题时，必须要使新旧数学问题情境

之间有一个可供 “迁移的空间”，还要有一个可供学

生进行思维拓展的空间余地，只有这样知识迁移才

能顺利进行。

$% " 强化信息处理

培养人的创造能力是学校教育的核心，而创造

力的培养关键是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在利用数学开

放性问题教学中，让学生主动探索，发现和体验、学

会大量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处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创造力。

$% ’ 注意问题选择

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关键在于选择恰当的开放性

问题进行教学。选择好数学开放性问题可以事半功

倍。教师备课时要对全体学生的思维过程作大致估

计，选择那些接近于学生学习 “最近发展区”的问

题。所包含的事件，应为学生所熟悉，是通过学生的

现有知识能够解决的可行的问题，应使学生能获得

各种水平程度的解答。数学开放性问题的编制应具

备起点低、入口宽、可拓展性强的特点，尽可能有利

于学生利用自己已有的数学知识和能力解决问题。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一是以某一数学定理

或公式为依据编制开放题；二是从封闭题出发引申

出开放题；三是从知识网络的交汇点编制开放题；四

是通过数学实验，探求新知识编制开放题；五是以实

际问题为背景编制开放题。

总之，培养人的创造性不仅是个人的发展需

要，而且是时代发展需要。学生的创造性不是与生

俱有的，它需要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要有意识的

培养。在数学教学中，利用数学开放性问题教学引

导学生学会主动探索，发现和体验，信息的收集和

处理，从而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是我们数学教师的

应尽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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