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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一)问题 1．含义 给定信息和要达到的目标之间有某些障

碍需要被克服的刺激情境。 2．问题的基本成分 一是给定的

条件，这是一组已知的关于问题的条件的描述，即问题的起

始状态。二是要达到的目标，即问题要求的答案或目标状态

。三是存在的限制或障碍，指那些阻碍实现目标状态的因素

，它因人而异。 3．问题的分类 问题分为两类：有结构的问

题或界定清晰的问题与无结构的问题或界定含糊的问题。 (1)

有结构问题 已知条件和要达到的目标都非常明确，个体按一

定的思维方式即可获得答案的问题。如，一般的数学应用题

。 (2)无结构的问题 已知条件与要达到的目标都比较含糊，问

题情境不明确、各种影响因素不确定，不易找出解答线索的

问题。如，怎样更好地为奥运服务? (二)问题解决 1．问题解

决的含义 问题解决是指个人应用一系列的认知操作，从问题

的起始状态到达目标状态的过程。 2．问题解决的基本特点

(1)目的性 问题解决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它总是要达到某个特

定的目标状态。如，白日梦则不能称为问题解决。 (2)认知性 

问题解决是通过内在心理加工实现的。整个活动过程依赖于

一系列认知操作的进行。 (3)序列性 问题解决包含一系列的心

理活动，即认知操作．它需要运用高级规则进行信息的重组

。 3．问题解决的类型 问题解决有两种类型：一是常规性问

题解决，使用常规方法来解决有结构的、有固定答案的问题

；二是创造性问题解决。综合应用各种方法或通过发展新方



法、新程序等来解决无结构的、无固定答案的问题。 二、问

题解决的过程 (一)已有的观点 1．桑代克的尝试错误说与苛勒

的顿悟说是阐述问题解决的两种早期的心理学理论观。 桑代

克认为问题解决就是通过尝试．使错误的行为动作逐渐减少

，正确的行为动作逐渐增加的过程。苛勒认为问题的解决是

一个顿悟的过程。 2．以杜威为代表的学说 他们认为问题解

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分阶段的过程。 3．20世纪50年代的认

知心理学 问题解决看做是对问题空间的搜索．并进行计算机

模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问题空间是个体对一个问题所达

到的全部认识状态。包括问题的起始状态、目标状态以及由

前者过渡到后者的各中间状态和有关的操作。影响问题空间

构造的因素有：个体的知识经验以及注意、记忆、思维等认

知过程。 (二)综合后的观点 1．发现问题 问题是问题解决的

源头。从完整的问题解决过程来看，发现问题是其首要环节

。能否发现问题，取决于三个因素：主体活动的积极性、主

体的求知欲望和主体的知识经验。个体的好奇心、求知欲望

越强，活动的积极性越高，则越能发现常人所发现不了的问

题。个体的知识经验越丰富，视野也越开阔，这就更容易发

现问题。 2．理解问题 理解问题就是把握问题的性质和关键

信息．摒弃无关因素．并在头脑中形成有关问题的初步印象

，即形成问题的表征。只有认清问题的关键．思维活动才会

有明确的目标。才会有条不紊地围绕问题的核心展开。 表征

既是个体在头脑中对所面临的事件或情境的表现和记载。也

是个体解决问题时所加工的对象。对问题的表征既包括问题

的表面特征。也包括其深层特征。其中深层特征是解决问题

的关键。 3．提出假设 提出假设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途



径与方案．选择恰当的解决问题的操作步骤。常用的方式主

要有两种：算法式和启发式。算法式即把解决问题的所有可

能的方案都列举出来，逐一尝试。此种方式虽然可以保证解

决问题。但效率不高。启发式即依据经验或直觉选择解法。

它可以迅速地解决问题，但不排除失败的可能。 提出假设的

数量和质量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个体思维的灵活性；二是

与已有的知识经验有关。思维越灵活。越能多角度地分析问

题．就能提出越多的问题。与问题解决相关的知识经验越丰

富．就越有利于扩大假设的数量并提高其质量。 4．检验假

设 检验假设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来确定假设是否合乎实际、

是否符合科学原理。检验假设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直接检验

，即通过实践来检验。通过问题解决的结果来检验；二是间

接检验．即通过推论来淘汰错误的假设，保留并选择合理的

、最佳的假设。 直接检验虽然可靠，但有些假没不可能或不

允许进行直接检验。间接检验的结果是否正确．最终还要由

直接检验来证明。 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