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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有何特点？ 心理学上所研究的“问题解决”中的

“问题”，不是肯定、否定、或简单一句话即可以回答的问

题，而是那些必须运用一系列认知操作程序才能解决的“难

题”。概括起来，问题是指这样一种情境：个体想做某件事

，但不能立即知道做这件事所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问题包

含四个成分：（1）问题情境；（2）已有的知识、技能；（3

）障碍；（4）方法。 问题解决是指对问题形成一个新的答

案或解决方案。这一答案不是简单应用已经学过的规则，而

是对已有的知识、技能或概念、原理进行重新改组，形成一

个适应问题要求的方案。 问题解决有以下特点： （1）问题

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是新问题，即第一次遇到的问题。 （2）

问题解决是一个思维的过程，它将已掌握的概念、原理根据

当前问题的要求进行重新转换或组合。 （3）问题一旦解决

，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原理或规则，就贮存下来，并成

为学生认知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问题解决是更为高级的

一种学习活动。 2．有代表性的问题解决有哪些？ 关于问题

解决的理论有许多,其中有代表性主要为试误说、顿悟说（相

关内容参见第3章）信息加工模式和现代认知理论等 信息加

工理论从信息加工转换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解决的过程，将问

题解决看成是信息加工系统（即大脑或计算机）对信息的加

工，把最初的信息经过加工转换成最终的信息状态的过程。

他们认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主体会遇到各种问题情境，



这些问题情境的综合就构成了问题状态，问题状态可以分为

初始状态、目标状态以及从初始状态到目标状态的一系列中

间状态。问题解决的目的就是设法从问题的初始状态一步步

转变为目标状态。将一种问题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的操作

称为算子，问题解决的过程就是利用算子从初始状态转变到

目标状态的过程。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当属纽厄尔

和西蒙。 现代认知理论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人类解决问题的

过程。他们既不利用动物也不借助于计算机，而是研究人类

解决某类问题的实际过程。对问题解决技能的培养和教学具

有更好的指导意义。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奥苏伯尔等人的模

式；格拉斯的模式；基克等人的模式。 （1）奥苏伯尔和鲁

宾森以数学问题的解决为原型，提出问题解决一般要经历四

个阶段： 第一， 呈现问题情境； 第二， 明确问题的目标和

已知条件，将问题情境与已有的知识基础或认知结构联系起

来； 第三， 填补空隙，这是解决问题的核心，即根据已知条

件和目标，根据有关背景命题、某些原理或策略来填补问题

空间； 第四， 解答后进行检验。 这一模式的特点是不仅描述

了解题的一般阶段，而且指出了原有认知结构中各种成分在

解决问题过程中的不同作用，为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指明了

方向。但是，这一模式是以数学中的几何问题解决为原型的

，并不全适于其他学科的问题解决，所以缺乏一般性。 （2

）格拉斯把问题解决的过程划分为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四

个阶段： 第一， 形成问题的初始表征，即对问题进行理解； 

第二， 制定计划，寻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三， 重构问题

表征，即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或对以前的理解的修正； 第四

， 执行计划和检验结果。 这一模式将问题解决的四个阶段有



机地联系在一起，同时提出问题解决的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

迂回曲折的，会遇到挫折、失败或停顿等。 （3）基克等根

据对解决问题策略的研究，认为一般性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包

括四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有助于一般性问题解

决策略教学的模式。 3．问题解决包括哪些过程？ 一般来说

，将问题解决的过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理解和表征

问题阶段。了解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从各种信息中忽略

问题的无关信息，识别出问题的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理

解问题并形成问题的表征。 （2）寻求解答的方案。在寻求

解答时，可能存在两种一般的途径：一是算法式，另一种启

发式。 （3）执行计划或尝试某种解决方案。把解决问题的

方法实施到实际中去的过程。也就是说，当表征某个问题并

确定某种解决方案后，就要执行计划、尝试解答。 （4）对

结果进行检验。当选择并完成某个解决方案之后，还应该对

结果进行检验。 4．影响解决问题的因素有哪些？ 影响问题

解决的因素有很多，既有情境因素（主要是指问题本身的性

质），也有个人因素。 （一）问题的情境因素 （1）知觉情

境。问题解决受到刺激模式直接产生的知觉情境的影响。一

般来说，知觉情境越简单、越显著，问题之间的关系越容易

被直接感知到，解决问题就越容易。相反，知觉情境越复杂

、越隐蔽，解决问题就越困难。 （2）定势 定势也称心向，

是指由先前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准备状态。也就是对于一件事

的处理，如果屡屡采用同一方法去做，久而久之就成习惯，

以后每当遇到类似情境时，即不加思索地以同样方式去处理

。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如果以前曾采取某种想法解决某类问

题时，多次获得成功，以后凡是遇到同类问题时，也会重复



采取同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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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