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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开放题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

引导学生经历知识 的再创造过程
; 有利于

全体学生主动参与
,

营造民主
、

合作的教学氛围 ;有利于培养学生优 良的数学思维品质
,

提高学生的

数学思维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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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新世纪后
,

我国的数学教育越来越注重学

生的 自主学习
,

独立创造
、

个性发展 ; 注重学生数学

能力的培养和发展 ; 注重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和发展
,

主张学生
、

探究精神
、

创造意识的培养和发

展
。

因此
、

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
,

八十年代进人

中国
,

在数学教育理论界还有不理解
,

还无统一定论

的数学开放题
,

在实际数学教学中越来越受重视
,

开

放题的功能及在数学教学中的作用逐渐被认识
、

被

重视
。

l 开放题的含义与特征

1
.

1 开放题的含义

对于开放题 的含义数学教育界还无统一 的定

论
,

但主要的观点有两种
,

一种观点认为凡是具有完

备的条件和固定答案的习题
,

称为封闭题 ; 而答案不

固定或者条件不具备的习题
,

称为开放题
。

另一种观

点认为
,

封闭性题是指条件恰 当 (不多不少 )答案固

定的习题
,

开放性题是条件多
,

需选择或条件不足需

补充和答案不固定的题
。

由这两种的观点
,

我们不难

看出
,

开放题就是指条件不完备或者答案不唯一的题
。

开放题与封闭题都具有相对性
,

开放题是相对

于传统的封闭题而言的
,

一个题是封闭还是开放不

仅取决于题 目自身的结构
,

而且还常常取决于解题

者的知识和能力水平
。

一个传统的封闭题
,

打破传统

思维方式换个角度来审视就可能成为一个开放题
。

例
:

用一张长40 厘米
,

宽2 0厘米的长方形铁皮
,

做一

个深5厘米的长方形无盖铁皮盒 (焊接处与铁皮厚度

不计 )
。

这个铁皮盒的容积是多少 ? 这是一个小学数

学中常见的传统题
,

但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
,

会发现

它又是一个开放题
。

1
.

2 开放题的特征

数学开放题往往 因其条件不足而需要补充条

件
,

由于解题者存在知识水平和能力差异
,

导致解题

的思维方式不同
,

获得的结果也不同
,

因此开放题一

般具有下列特征
。

1
.

2
.

1 多样性 开放题往往需要解题者在题 目设定

的情景中补充条件
,

由于思考方法不同
、

条件的补充

不同
,

使得条件和结果都出现多样性
。

有些条件相同

的题 目
,

采取不同的解题策略
,

也会得到多样性的答

案
。

1
.

.2 2 探究性 开放题没有现成的解题模式
,

有些

答案可能易于直觉地被发现
,

但更多的答案需要在

求解过程中从多角度去思考和探究
。

这种探究表现

为能不能获得所有答案?获得者的答案有什么规律 ?

在这些答案的基础上有没有发展变化 ? 引起这种探

究心理的正是开放题的探究性
。

1
.

.2 3 层次性 开放题答案的不唯一性
,

使解题者

在解开放题时形成不同的层次
。

有的仅解出容易的

答案
; 有的能解出不易找出的答案 ; 有的能找出规

律 ; 有的不能找出规律 ;有的盲目的找出一个答案算

一个答案 ;有的有序思考
,

尽可能使答案不重不漏
。

正是这种多层次性
,

反映了学生数学思维的不同层

次水平
。

1
.

.2 4 发展性 在开放性题的求解过程中
,

往往可

由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
,

由一种方法引出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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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法
,

使问题层层深化
、

不断发展 ; 因此
,

开放题能

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

使不同学习程度和能力

水平的学生都参与解答过程
,

进而发展学生的数学

思维能力
。

2 开放题的分类

.2 1 定性分类

条件
、

依据
、

方法
、

结论是数学题的四个要素
,

根据

这四个要素的构成情况可将开放题定性的分为四类
:

条件开放题
: 寻求的答案是数学题的条件 ;

策略开放题
: 寻求的答案是依据或方法 ;

结论开放题
: 寻求的答案是结论 ;

综合开放题
:
题目的条件

、

解题策略或结论都要

求解题者在给定的情况 中自行设定或寻找
。

.2 2 定量分类

依据开放题答案的个数可将开放题分成三类
:

弱开放题
:
答案 (包括可能情况 )只有两种 ;

中开放题
:
答案 (包括可能情况 )超过两种

,

且为

数 目确定的有限种 ;

强开放题
:

只能给出部分答案情况
,

且总数难 以

确定
。

3 开放题的作用

近年来
,

世界各国加强了对数学开放题的研究
,

美国数学教育家认为开放题具有以下功能
: 为学生提

供了自己进行思考并用他们 自己的数学观来表达的

机会 ;要求构建学生 自己的思考
,

而不是选择一个简

单的答案 ;允许学生表达他们对问题的理解
,

这在多

项选择中是无法做到的 ; 鼓励学生用不用的方法解

决问题
,

反映来提示老师用不用的方法解释数学概

念 ;开放性问题的模式是数学课堂教学的基本成分
。

我国的数学教育工作者认为数学开放题的功能

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
: 能引起学生认知的不平衡

,

为

学生主动选择信息
、

超越所给定信息留下了充分的

余地
,

有利于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 ;能有效地反映高

层次思维
、

为高层次思维创造条件
,

鼓励学生独立思

考
、

勇于探索
、

培养创造意识和能力
; 有助于调动学

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

培养对数学的积极情感
,

增强

数学成绩差的学生的学习兴趣
,

使学生感受成功的

欢乐 ; 是挖掘
、

提炼数学思想方法
,

充分展示应用数

学思想方法的良好载体
,

使每个学生的数学才能在

自己的基础上有一个最大的发展
,

体现受教育者公

平和人人有份的原则 ; 有利于教师转变教育观念
,

激

发教育热情
,

摆脱一种浅层次的教学循环
,

体现教师

自身的价值
。

综合国内外专家关于数学开放题的研究
,

笔者

认为数学开放题在数学教学中具有下列作用
:

3
.

1 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

激发学习数学

的兴趣

传统的数学教学中
,

学生遇到的是只有做得出

或做不出两种结果的封闭题
,

不少数学成绩中
、

下的

学生遇到新数学题时常常做不出
,

不断的体验解决

数学问题的失败
,

正因为反复体验失败
,

相当比例的

学生觉得数学难
,

对解决数学问题缺少 自信
,

缺少学

习的兴趣
,

严重的挫伤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

数学开放题的层次性结论多样性
,

策略多样化
,

就使得中下学生也常常能解出一
、

两个答案
,

体验到

解决问题的趣味
,

感受探究的成功
,

进而激发多次追

求成功的欲望
。

而优秀学生则更能激起寻求最优解

题策略
、

感受数学美感
,

激起解决更难问题 的兴趣
。

心理学实验表明一个人只要体验一次成功的欣慰
,

便会激起多次追求成功的欲望
。

因此
,

开放题能激励

学生不断追求成功
,

树立学习数学的 自信心
,

提高学

习数学的积极性
,

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愿学数学
。

.3 2 有利于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
,

营造民主
、

合作的教学氛围

开放题为学生表达 自己的观点提供 了机会 ;为

师生之间
,

学生之间交流提供了空间
,

它能使学生从

简单的模仿中摆脱出来
,

成为解决问题的参与者
、

探

究者
。

体现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

进而改变以教

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

营造出民主
、

合作的教学氛

围
。

这种氛围有利于引发学生的积极思维
、

激活学生

学 习的内驱力
,

调动和发挥学生的非智力因素 ;有利

于师与生
、

生与生之间的相互启发
,

配合
、

理解
,

在学

习活动中学会关心他人
,

倾听他人意见
,

学会换位思

考 ; 能够加大教学信息的流量
,

使师生都获得更多的

信息
,

使教与学相得益彰
。

尤其是对于开放度高的开

放题
,

由于答案较多
,

甚至答案有无数多个
,

很难靠

个人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
,

这时集体的智慧就很

重要
,

在这种显示集体力量的氛围中
,

能使学生感受

个人的渺小和集体的重要
,

体会合作学习的重要性
。

3
.

3 有利于提供数学交流的机会
,

强化学生 的数学

思维活动

开放题为学生积极思维 创设 了丰富的问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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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

学生的数学思维正是在问题情境 中得到激发的
,

离开问题情境
,

就无法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
,

借助

问题情境
,

学生才能努力寻找解决数学问题的新方

法
。

开放题弥补封闭题的局限
,

提供给学生的问题情

境 比封闭题所能提供的问题情境更加丰富
,

更加复

杂
、

更具有挑战性
。

因而开放题更能激发学生积极思

考
,

大胆猜想
,

这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
、

灵活性

和深刻性
。

同时开放题又为学生提供了交流数学的

机会
,

交流数学的有利于学生进行数学思维活动
。

数

学交流的重要形式是讨论和表达数学问题
,

由于开

放题具有结果的多样性和解策略的不唯一性
,

使不

同的学生常常有不 同的解题策略和不 同的解题结

果
,

这为学生之间的数学交流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

通

过数学交流
,

相互之间能受到有益的启发
,

还能发现

谬误
,

及时纠正数学思维活动中的偏差
。

而学生之间

的讨论过程是对数学开放题进行分析
、

综合
、

比较等

数学思维活动的过程
,

表达过程是判断
、

抽象
、

概括

的过程
。

因此数学交流能培养学生的优 良数学思维

品质
,

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

3
.

4 有利于数学问题解决
,

强调数学知识的整体性

问题解决是人们遇到新的问题情境而无现成的

方法可以利用时
,

所引起的采用新的策略寻求问题

答案的一种心理活动
。

问题解决是数学教学的中心

环节
,

是教师对学生运用数学知识和进行思维活动

的指导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把先前已获得的知

识用于新的
,

不熟悉的情境
。

开放题注重学生寻求答

案的过程
,

注重问题解决的思路和策略
,

强调数学知

识的整体性
。

4 结语

长期以来我国的数学教学中存在着忽视知识发

生过程的现象
,

导致课堂教学中知识发生过程萎缩

和削弱
,

应用过程过分膨胀
,

进而使数学教学成为单

纯传递结论
,

而缺乏启发学生的思维活动
,

这样做的

结果造成学生数学知识理解水平低下
、

遗忘率大
、

能

力低弱
、

负担过重
、

更重要的是妨碍了学生思维能力

水平的提高
,

耽误了良好的思维品质的形成
。

而数 学

开放题不仅仅是一种问题形式
,

更重要的是一种教

学思想
,

这种具有创新意识
,

探究意识的教学思想适

应了时代的需求体现了教育观念的转变
。

能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
,

引导学生经历知识的再创造过程
,

有

利于不同层次的学生的主动参与
,

营造民主
,

和谐的

教学氛围
,

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

培养学生的探

究精神和创造意识
。

开放题教学不仅仅是知识获得

的过程
,

更是学生数学素养和人文精神形成的过程
,

是现代数学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

随着

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
,

开放题的作用将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认识和接受
。

致谢 : 感谢胡清林教授的指导 !

参考文献
:

( 1〕 戴再平
.

数 学学习理论〔M 〕
.

上海教育出版社
,

19 %
.

(2 〕 王 万祥
.

中学数学习题理论研究 〔M 〕
.

黑龙江教育 出版社
,

19 9 .2

〔3 ) 郭思乐
,

思维与数学教学〔M 〕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 91
.

.6

( 4 ) 马 云鹤
.

小 学数学教学论 ( M 〕
.

人民教育 出版社
,

200 3
.

.3

( 5 〕 曹超益
`

数学教育教学概念 ( M 〕
.

华南理工 大学出版社
,

20() 4
.

.7

〔7 ) 澳安山
.

中学数学教学论〔M ) 哈尔滨 工业 大学出版社
,

200 4
.

1 1
.

B r i e f A n a ly s i s o f ht e R o l e i n M a ht e m a t i e s T e a c h in g o f

O P e n Q
u e s it o n o f M

a t h e m a t i e s

X U H u i一e h u a n
,

X U Y a 一 e h u a n

(t h
e
A rt D

e Part m e ; `￡,

X i
。灿价 9 OC lle邵

,

X i
e
h。堵 石I万022

,

S ic hau
,
砂

otOtA加 tr a c t : th
e o p e n q u e s t i

o n o
f m a th e m a t ie s

er e er a t i
o n e o u

姗
o f k

n o w l e dge ; I t

S C ll e X C l t e

c a n
h
e
l p

s t u d
e n t

’
s

d iffe er
n t

t o t r a i
n

I n t e爬 S t

s t u d
e n st

s t u dy m a th e m a一ie s , a n
d l

e a
d

s t u d e n t , t o

P a rt i e i Pa t e i n v o l u n 一a ir ly
, c a n

b
u i ld

g 0

Ih e

、 t u d e n t ’ 5
h

n e m a th
e m a t ie s th i

n k i n g q u
al i ty ot im p川 v e

(贵任编辑
:
李道华 )

pleheloR

th or u gh th e

d e m oc
r a t i

e , e
oo p e ar ti v e t e a e h i n a t m o Ph e er

、 a n d e a n

s t u d e n st ’
m a th

e m a t i
e s th i

n
k

n g a b i lit y
.

K e y w o r ds
:
o p e n q u e s t i

o n : M a ht e m a t ie s t e a e h i n 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