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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0_86_E5_AD_A6_E7_c38_591141.htm 第一节 问题解决的

性质与过程 一、问题与问题解决： （一）问题的定义及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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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基本成分：给定的条件、要达到的目标、存在

的限制或障碍。 分为两类：1、有结构的问题：两个基本特

征：第一、问题的明确性。问题的目标很明确，问题解决者

可以很确切地知道他需要达到什么目标。问题的条件是明确

给出的，而且问题的条件与目标之间具有对应性，所给的条

件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也是充分的。第二、解法的确定性

。从条件通向目标的方法是确定的，有明确的算法规则，可

以经过一定的推理转换而得出，而且答案是唯一的。这种问

题一般是定义明确的、封闭性的问题。课本中的练习课多为

这类问题。 2、无结构的问题：无结构的问题在结构上具有

不明确性，在解法规则和答案上具有模糊性和开放性，它往

往与某些概念原理密切联系在一起。问题的一个或多个侧面

是不明确的。比如问题的目标可能是不明确的，比如要在城

市中新开通一条公交路线，是怎样的？再比如设计一堂好课

，写一篇游记作文等。另外问题的初始条件也可能是不明确

的，甚至是不充分的。相应的这类问题的解法具有模糊性和

开放性，常常没有可以预见的、唯一的标准答案，而是有多

种解法和思路，从不同角度看，各种答案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而且需要把一些知识综合起来。例如如何治理空气污染？

需要物理化学、数学及社会科学等知识。在实际情境中的真



实问题常常是无结构的问题。通常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探究

欲。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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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目的性、认知

性、序列性。 二、问题解决的过程：（一）有结构的问题的

解决过程： 基于信息加工理论，有结构的问题的解决过程大

致包括两个环节：理解问题和搜寻解法。综合有关模型，基

克提出了以下四个阶段：建立问题表征、搜寻解法、执行解

法和评价。 1、建立问题表征：也就是要理解问题的意思，

澄清问题到底是什么。在以往解决问题经验的基础上，学习

者会对各种问题的结构特征及其解法形成一定理解，在头脑

中构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图式。在理解分析问题时，学习者

会先对照问题中的有关信息，在自己的记忆中寻找合适的问

题图式。如找到了完全匹配的图式，直接进入第三阶段：执

行解法。否则，无图式激活就要先“搜寻解法”。 2、搜寻

解法：基于上一环节所建立的问题表征，学习者要通过一定

的方法分析初始条件与目标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出达到目标

、解决问题的方法、路线。如下策略：（1）问题类比（2）

手段目标分析（3）问题分解：如解决2x4-4x2 1=0.(4)想法检

验：对于任何问题，可以尽力想出（蒙）各种解决方案，，

后逐一检验。 3、解法的执行与评价： （二）无结构问题的

解决过程：它的解决过程更主要是一种“设计”过程，而不

是在一定的逻辑结构中进行的系统的“解法搜寻”。乔纳森

把解决过程总结为如下环节：1、理清问题及其情境限制。首

先要确定问题是否存在，其次，问题解决者查明问题的实质

。权衡种种可能的理解角度，建立有利于解决问题的问题表

征。2、澄清、明确各种可能的角度、立场和利害关系：只建



立单一的表征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中的多种可能

性。3、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法：对问题情境的不同理解会导致

不同的解法和思路。4、评价各种方法的有效性：无结构的问

题通常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因此，这类问题的解决实际上

是要在各种解法中寻找一种最为可取的解决方案。5、对问题

表征和解法的反思监控：所有问题都需要元认知监控，包括

对解决过程的计划，对理解状况的监察，对解法的评价等。

确定各种解法的局限性。一般问题只是形成解决方案而已，

如需要实施，还需要下面的环节。6、实施、监察解决方案

。7、调整解决方案。 第二节 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一、影响

问题解决的主要因素：（一）问题的特征：个体解决问题时

，常常受到问题的类型、呈现方式等的影响。（二）已有的

知识经验。（三）定势与功能固着：功能固着也可以看作是

一种定势，即从物体的正常功能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定势。

即当一个熟悉了某种物体的常用功能时，就很难看出该物体

所具有的其他潜在的功能。另外，智力水平、性格特征、情

绪状态、认知风格和世界观等个性心理特性也制约着问题解

决的方向和效果。 二、提高问题解决能力的教学： （一）提

高学生知识储备的数量与质量：1、帮助学生牢固地记忆知识

。2、提供多种变式，促进知识的概括。3、重视知识间的联

系，建立网络化结构。（二）教授与训练解决问题的方法与

策略：1、结合具体学科，教授思维方法。如审题技艺等。2

、外化思路，进行显性教学。将教师的经验外化出来，示范

给学生，要求学生模仿，内化于学生。（三）提供多种练习

的机会（四）培养思考问题的习惯：1、鼓励学生主动发现问

题。2、鼓励学生多角度提出假设。3、鼓励自我评价与反思



。 三、教会学生解决问题： 1、帮助学生真正理解题意，分

析问题：2、在思考、解决问题的过程中。3、在问题解决之

后。 第三节： 创造性及其培养 一、创造性及其特征：创造性

是指个体产生新奇独特的、有社会价值的产品的能力或特性

。有真正的创造和类似的创造。 （重点）目前公认的是以发

散思维的基本特征来代表创造性。发散思维也叫求异思维，

是沿不同的方向去探求多种答案的思维形式。与发散思维相

对，聚合思维是将各种信息聚合起来，得出一个正确答案或

最好的解决方案的思维形式。发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核心

。 主要特征：1、流畅性、2、变通性、3、独创性。 二、创

造性思维的过程与方式：瓦拉斯提出创造性思维的四个阶段

：准备期、酝酿期、豁朗期和验证期。 1、举例说明什么是

类比思维？类比思维被认为是创造性思维中的核心方法。当

面对一个问题时，如果一个人没有直接相关的知识，那他可

能会通过类比的方法把不直接相关的知识经验运用到当前的

问题中。比如，在研究原子结构时，卢瑟福用太阳系来类比

原子结构，在原子结构中，电子绕着原子核转，就象行星绕

着太阳转一样。类比思维涉及到两种观念之间的对应映射，

其中一个观念是“源领域”（如上面的“太阳系”）另一个

观念是“靶领域”（比如原子），类比思维就是把源领域中

的观念框架映射到靶领域中，从而形成对该领域的新理解。

2、假设检验与科学发现：假设和实验。 二、影响创造性的

因素：（一）环境（二）智力：创造性与智力并非简单的线

性关系，既独立性，又相关。（1）低智商不可能具有创造性

（2）高智商可能有高创造性，也可能有低创造性（3）低创

造性的智商水平可能高，也可能低。（4）高创造性者必须有



高于一般水平的智商。即高智商不是高创造性的充分条件，

但是必要条件。 （三）个性：一般而言，创造性与个性二者

之间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1）具有幽默感（2）有抱负和

强烈的动机（3）能够容忍模糊与错误。（4）喜欢幻想（5）

具有强烈的好奇心（6）具有独立性。 三、创造性的培养：

（一）创设有利于创造性产生的适宜环境：：1、创设宽松的

心理环境。2、给学生留有充分选择的余地。3、改革考试制

度与考试内容。（二）注重创造性个性的塑造：1、保护好奇

心。2、解除个体对答错问题的恐惧心理。3、鼓励独立性和

创新精神。4、重视非逻辑思维能力。5、给学生提供具有创

造性的榜样。（三）开设培养创造性的课程，教授创造性思

维策略：1、发散思维训练。2、推测与假设训练。3、自我设

计训练。4、头脑风暴训练（基本思路和做法）：通过集体讨

论，使思维相互撞击，迸发火花，达到集思广益的效果。具

体应用时，应遵循四条原则：一是让参与者畅所欲言，对提

出的方案暂不作评价或判断；二是鼓励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的观点；三是以获得方案的数量而非质量为目的，即鼓励多

种想法，多多益善；四是鼓励提出改进意见或补充意见。 可

以先由教师提出问题，然后鼓励每个学生从自己的角度提出

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集体讨论可以拓宽思路，产生互动，

激发灵感，进而提高创造性。 百考试题是目前中国在线学习

首选品牌，为了帮助广大考生顺利通过考试，百考试题网校

（http://www.100test.com/teacher/wangxiao/）推出2009年教师

资格考试网络课程辅导，目前正在热招中，权威老师：杨强

、杨芸老师分别对中学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进行了专业辅

导，并以其雄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学员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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