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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学习的基本步骤一般都是在掌握原理的情况下进行习题训练，在训练习题的过程中证明新的方法原理，以此循环促进知识的不

断进步发展。下文将首先论述两种教学方法的价值意义，然后介绍这些方法在具体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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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题多解以及多题一解的数学思维普遍存在于数学学习中，这两种

思维本质上属于哲学中的化归思想，为了能够将这两种方法充分推广和

应用，有关数学教学从业人员应该注重学生本身的思维能力训练，同时

在良好的理论知识教学基础上，对其开展科学、合理的解题教学，由此

进行有效合理的教学方式转换，增强他们的学习乐趣。 

1 一题多解与多题一解的应用价值意义 

1.1 一题多解的应用意义 

一题多解就是倡导学生在面对一个数学问题的时候能够从多个角度

去找到解决的办法，思考问题的本质。这种教学模式能够极大程度上拓

宽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他们的数学素养，逐渐培养学生解决数学问题

的方法以及思考方式。数学创新发展的基础在于灵活多变的处理方式，

因此教师在教授数学知识的过程中应该能够善于利用这种教学的模式，

并且在教授一个具体数学问题的时候能够尝试引领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

度思考问题，学会利用多种方法去推导结果，尝试找到各种条件之间的

关联，利用多种表达的方式去表述问题，这样才能够促进数学学科的发

展。 

1.2 多题一解的应用意义 

多题一解和前面的一题多解是两种不同的数学思维模式，前者将原

本数学题目中的一些基础条件进行替换，或者更换数学的问题之后要求

学生计算问题的结果，或者省略问题中原本的一些条件由学生自己补充，

这种数学结构诞生的根本目的在于能够拓宽他们的数学思维发散能力，

通过难度的不断提升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数学教

师往往需要能够结合课本中的示范例题进行变换，学生会在不同的问题

条件以及层次中学找到原本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教学 大的帮助就是

能够对于基础的数学问题模型取得本质性的了解，在数学学习中很多的

问题其实运用同样的知识原理，只有充分掌握这种基本的规律才能够

终以不变应万变，培养他们自身的归纳类比，概括抽象以及空间想象等

思维能力。 

2 两种教学模式在学生思维培养方面的应用 

2.1 培养开放探究的思维模式 

数学教学过程中的案例分析 为重要，但是传统应试教学中的题海

战术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案例教学方法。正确的教学方式正如同带兵作战

一样遵循少而精的原则，在数学问题的研究中应该能够培养学生举一反

三，温故知新的能力，利用科学的思维模式解决数学问题，例如下面运

用一题多解的方式来推导基本不等式的教学案例。 

 

 

 

例题  已知：a>0,b>0,      ,求 ab 的 小值. 

解法一  利用不等式关系 

∵a>0,b>0,      ≥ 

∴ab≥8(当且仅当        ，即 a=2,b=4 时取 

“=”号)， 

∴ab 的 小值是 8. 

解法二  平方法 

∵a>0,b>0,       ， 

∴               ≥ 

（当且仅当       ，即 a=2,b=4 时取“=”号）. 

∴ab 的 小值是 8. 

解法三  利用三角桓等关系换元 

∵a>0,b>0,       ，可令 

∴ 
 

∴                    ≥8(当且仅当 

 

  ，即 a=2,b=4 时取“=”号). 

∴ab 的 小值是 8. 

在本题中一共列举了三种不同的思维解法，但是 终发现所有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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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果都是趋于一致的，即利用一题多解的方法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思

维创新能力，同时能够更加验证结论的重要性。 

2.2 提高问题的分析能力 

在数学练习中通过一题多变或者多题一解的方式进行解答能够从不

同方面看到不同的问题，帮助学生提高数学的应变思维能力。尤其对于

一题多变的教学模式，该理念能够将原本已有的思维理念移植到新的题

目环境下，增加接替的思维以及方法。在平常的应用生活中通常具有很

多的外在体现，例如将原本题目中的数字改变，或者深化条件的侧重点，

在不改变基本运行原理的情况下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推广，下面就是关

于三角函数一题多变的应用。 

例题  已知        ，求 

变一:已知       ，求 

变二:已知       ，求 

从上述的案例中可以发现，在三角函数中正弦，余弦，正切几个函

数之间虽然具有明确的关系，但是两两之间的转换往往复杂多变，通过

给出一个具体的元素并且再附加一个另外的条件往往能够求出二者之间

的关系，在平常的联系活动中如果仅仅将问题局限于单一的题目模式中，

往往会导致他们的解题思维固化，所以常常需要在这几个元素之间进行

不断的条件变换。 

3 在平常练习以及习题中的广泛运用 

一题多变以及多题一解虽然会广泛出现在各个年龄段的数学学习

中，并且各个地方教学模式不尽相同，但是数学教师应该能够明确这两

种教学模式实质上属于一种哲学的思维，数学知识和哲学思维本身就是

一种共通的关系。其中哲学理念中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正是上述数学思维

的重要体现，数学题目中本身设计到的方法原理就是问题的本质，即一

般大同性，而不断分解出来的问题就是单独的问题，可以将其称为特殊

性，一题多变就是由一般到特殊的转变，而后者又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汇

总，数学教师只有明白这两种数学思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才能够对于未

来的教学目标做出更加精准的把握，让学生体会到数学学习的博大精深。 

正如数学案例教学中较为古老的抛物线问题，该问题的证明过程并

不困难，但是后续推出的结论往往会服务于更多的数学理论，有效运用

该结论的前提则要求学生能够对于推导的原理做出充分理解。这里也就

会牵扯出由一般到特殊的证明方法，例如原本的结论可以再次延伸到如

何证明三点共线，如何证明焦点弦中电的切线平行于对称轴等问题，另

外有能力的学生还可以自己尝试将公式进行变形，使得自身的思维得已

充分的发散和延伸。 

4 结束语 

数学这门学科非常讲究创新发展以及思维变通，因此该学科是一切

理工学科的基础。在应试教育阶段若想能够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思维能

力应该充分利用“一题多解和多题一解”的数学思维，作为教师应该在

教学的过程中积极创新，大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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