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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思维训练是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关键环节,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创新意识,

对提升数学学习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科学设计与实施数学思维训练,学生不仅能够深化对数学知识

的理解,还能提升综合运用能力,从而应对复杂问题的挑战。数学思维训练的内涵涵盖逻辑推理、抽象思

维与创造性思维,既需要教师提供理论支持,也需要实践活动的引导。结合高中教学实际,有效的数学思

维训练策略能够显著提升学生数学能力,为未来学术与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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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hematical thinking training is a key link in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which can 

effectively cultivate students' logical reasoning ability and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Through scientific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training, students can not only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but also enhance their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ability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complex problems. The 

connotation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training covers logical reasoning, abstract thinking, and creative thinking, 

which requires both theoretical support from teachers and guidance from practical activities. Combining high 

school teaching practice, effective mathematical thinking training strategie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students' 

mathematical abilitie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ture academic and care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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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时代教育背景下,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已成为教学改

革的重要方向,其中数学思维能力被认为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作为一门培养逻辑性和抽象性的学科,

承担着提升学生思维水平的重要任务。通过数学思维训练,学生

能够学会以更严谨的方式分析问题,并通过创造性思考寻求解

决方案,这种能力对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

用。然而,在实际教学中,部分教师对数学思维训练的重视程度

不足,导致学生难以全面掌握数学思维技巧。因此,加强数学思

维训练研究,不仅有助于优化高中数学教学方法,还能帮助学生

在未来学习与生活中应对多样化的挑战。 

1 数学思维训练的内涵 

数学思维训练是一种通过引导学生深刻理解数学概念、方

法与原理,以培养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的教

育过程。其核心在于促进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灵活应用,并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严谨的思维模式。数学思维不仅体现在逻辑

性和条理性,还包括空间想象、模式识别和运算分析等多方面能

力的融合。在实际教学中,数学思维训练强调理论知识与实践能

力的双向结合,以鼓励学生在不同情境中发现规律并建立数学

模型。数学思维训练的内涵还涵盖了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通过

开放式问题引导学生探索多元解法,从而激发创新潜能。它不

仅是数学学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学生应对复杂社会

问题和科技挑战的基础工具,为其未来学习和发展提供了坚实

支撑[1]。 

2 数学思维训练对高中生数学能力提升的意义 

2.1促进数学知识的深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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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思维训练能够帮助学生深化对数学概念和原理的理

解。通过引导学生分析知识的内在逻辑关系,能够使他们从表面

记忆转向深层次的知识掌握。在训练过程中,学生需要主动思考

问题的本质,理解知识点间的关联,并将其融会贯通。这种深度

理解不仅体现在数学知识的掌握上,还能够提升学生的跨学科

思维能力,使其更善于运用数学工具解决实际问题。同时,数学

思维训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通过多样化任务的

实施,学生逐渐掌握从抽象到具体、从复杂到简化的思维路

径。这种学习方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术水平,使其更加自

信地应对高难度问题,避免对知识的片面应用或机械记忆,最

终提高其学习的效率与效果,为未来的学习和职业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2]。 

2.2增强数学问题的解决能力 

数学思维训练注重提升学生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在

训练过程中,学生通过对实际问题的抽象和建模,逐步发展出更

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模式识别能力。这种能力在数学问题的求

解中尤为关键,因为它能够帮助学生将繁杂问题分解为可操作

的步骤,并寻求多元的解决方法。通过有效的训练,学生在数学

学习中能够形成自主探索的意识,从而在面对难题时更加沉着

冷静。与此同时,这种思维训练还能培养学生灵活的思考方式,

使他们能够跨越学科的界限,运用数学思想解决实际问题。随着

训练的深入,学生不仅能掌握数学方法,还能够培养出较强的抽

象思维与问题分析能力,这对于应对未来的学术研究及职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2.3培养创新思维和综合素养 

数学思维训练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与综合素养。通过开放性任务和探索性学习,学生被鼓励从不同

角度思考问题,并尝试运用非传统的方法解决数学难题。这种创

新性实践不仅提高了解题效率,还增强了学生适应多变环境的

能力。在实践中,学生能够从不同维度分析问题的核心,探索多

样化解法,并在试错和反思中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数学

思维训练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使其能够对已有解决方

案进行优化和改进,这种能力在复杂的现实情境中尤为关键。数

学思维训练为学生提供了多维度思考和实践的机会,帮助其形

成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从而为未来的学术和职业发展奠定良

好基础,并为其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保持竞争力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3]。 

3 高中数学教学中开展数学思维训练的实践路径 

3.1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设计任务引导思考 

创设情境能够将抽象的数学问题转化为学生熟悉的实际问

题,从而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参与感。在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生

活实际与学科特点设计具体的情境任务,引导学生从问题中提

炼数学知识点,并通过主动思考寻找解决路径。这种方法不仅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促进了数学思维能力的发展。通过情

境教学,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数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并在实

践中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这种教学模式还能够增强学生

对复杂问题的分析能力,使其在情境的启发下,通过逻辑推理和

创造性思维找到多种解决方案。情境化学习的动态过程为学生

提供了深入探索的机会,让他们在真实的学习任务中体验数学

的魅力,从而形成自主学习和持续思考的习惯,全面提升综合素

养[4]。 

在讲授“函数与方程”这一知识点时,教师可以设计一个与

交通运输相关的实际问题情境。例如,在城市公共交通中,需要

通过合理安排公交车的发车频率来满足高峰期与非高峰期的需

求,同时控制成本。教师可以提出如下任务：某公交线路的高峰

期和非高峰期的客流量分别为每小时800人和400人,公交车的

载客量为50人次,每次发车需要支付固定成本100元。要求学生

根据已知条件建立数学模型,求解如何安排发车频率以最优方

式满足需求。任务开始时,教师鼓励学生分析问题的已知条件与

目标,提取关键信息,例如客流量、载客量、成本与发车频率之

间的关系。通过引导,学生发现可以将该问题抽象为一个函数求

解问题,以发车频率为自变量,构建对应的成本函数,并结合实

际需求限制条件进行优化求解。学生在解答过程中经历了从现

实问题到数学问题的转化过程。他们需要结合函数的单调性与

约束条件对解答进行分析,最终得出合理的发车频率安排。为了

进一步延展思维,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模型的改进,例如加

入燃料成本与车流高峰时段的动态变化等因素,探讨数学建模

的应用广度。通过这种情境化教学,学生不仅加深了对函数与方

程的理解,还体会到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价值。更为重要的

是,他们在情境的引导下形成了分析问题、提取数学模型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系统性思维能力。 

3.2强化逻辑分析能力 培养模型构建意识 

逻辑分析能力是数学思维的核心之一,是学生理解问题、分

析条件并合理推导结论的重要基础。通过系统化的训练,学生能

够掌握从复杂情境中提取关键信息、构建数学模型并解决问题

的能力。这一过程注重对问题本质的分析,提升学生抽象思维能

力和结构化思考水平。在培养逻辑分析能力的过程中,学生学会

通过分类、比较和归纳等方法分解问题,从而提炼核心要素并建

立清晰的解决路径。同时,逻辑分析能力能够帮助学生克服思维

的片面性与直线性,使其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能够灵活应对不同

条件的变化。通过持续的逻辑思维训练,学生不仅能够优化解题

的效率与准确性,还能够培养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的分析习

惯,为今后的研究和实践奠定坚实的思维基础[5]。 

在教学“概率与统计”内容时,教师可以设计一个与日常决

策相关的问题情境。学校计划举办一场知识竞赛,分为两组进行,

组长需要选择最佳分队策略以提高获胜概率。已知两组成员的

知识水平评分分别为(4,6,8,10)和(5,7,9,11),每轮比赛随机

抽取一人对决,获胜一方得分,平局不得分。任务要求学生分析

如何分配成员以最大化获胜概率。教师引导学生先进行逻辑分

析,将评分转化为具体对决的胜负关系。例如,当两名评分分别

为6和5的成员对决时,评分6获胜的概率设为p=6/(6+5)。通过分

析所有可能的成员对决组合,学生需要计算两组在不同分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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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下的总获胜概率。为了简化问题,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将两组评

分按某种规则进行排列,例如由高到低,尝试计算获胜概率的期

望值。在完成这一任务过程中,学生需要结合概率知识构建数学

模型,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计算与比较找到最优解。模

型的构建不局限于一个固定模式,学生可以选择使用不同的排

列规则和方法进行对比分析,例如对抗强对强、弱对弱的策略。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在思考中逐渐意识到数学模型对解决复杂

问题的不可替代作用。此案例强化了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让他

们在面对多种变量和条件时能够通过抽象建模找出规律,同时

学会运用数学工具进行论证。通过模型构建意识的培养,学生具

备了以科学方式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进一步深入学习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3注重多元解题方法提升创新实践能力 

多元解题方法强调以多角度思考问题,通过不同策略解决

问题,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在数学教学中,单一的解题方式难

以满足复杂情境中的需求,而多元解题能够让学生灵活应用

知识,形成多维度的数学思维模式。通过探讨问题的多种解决

路径,学生不仅能够巩固已有知识,还能激发思维潜能,提升

应变能力。 

在讲解“平面几何”时,教师可以设计一个问题情境：某校

园计划修建一条笔直的道路,需要从一座矩形花坛的一个角点

出发,穿过花坛内部,并到达对角线方向的另一个角点。要求计

算这条道路的长度并探索不同的建造方案,考虑如何尽可能减

少材料使用和施工难度。这一问题首先可以通过几何直观解答。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矩形花坛的结构,利用对角线的概念,通

过测量长和宽的实际数据得出对角线的长度关系。此时,学生直

观感受到“最短路径”的问题,可以直接在平面图上标出路径,

得到最优解法。教师随后可以启发学生思考该问题是否可以从

其他角度进行分析。例如,引入数学中的面积分割原理,探讨以

不同形状的子区域覆盖路径。让学生尝试提出替代方案,例如是

否可以通过增加折线方式降低工程难度,或者以矩形分割的方

式重新规划路径。这种设计不仅要求学生关注几何形状本身,

还需要结合现实施工的条件进行优化。为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

教师还可以设计进一步的问题引导。例如,如果考虑到花坛四周

有不同的植被区域,且不同区域允许施工的成本不同,是否可以

重新设计路径以优化成本。学生此时需要结合路径规划与现实

条件,设计既满足要求又具备经济性的方案。通过这种多元化解

题设计,学生不仅学会分析问题的不同维度,还体会到数学问题

解决中综合实践的重要性。这种教学方法让学生认识到,问题不

一定只有一种答案,多角度的思考能够提供更多启发。这种创新

能力的培养为学生未来面对复杂问题时提供了重要支持。 

4 结束语 

数学思维训练是高中数学教学的重要环节,对学生逻辑推

理、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具有深远意义。在实际教学中,

通过创设情境、强化逻辑分析能力以及探索多元解题方法,能够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多维度思维与实践能力。这种训练

不仅促进了数学知识的深度理解,还为学生应对复杂问题和未

来学习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的教学应进一步优化教学策略,

将数学思维训练融入日常课堂,更好地满足教育改革的要求和

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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