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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过程 1什么是问题解决？它一般包括哪些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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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什么是有结构的问题和无结

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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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结

构的问题的两个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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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结构的问题和无结构的问题各有

什么样的解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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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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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结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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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问题解决能

力的培养 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1）问题的特

征 （2）已有的知识经验 （3）定势与功能固着 5、在教学中

如何提高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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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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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外化思路，进行显性教学 3、提供多种练习的机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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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什么是创造性？创造

性有哪些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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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性的基本特征 ①流畅性、

②变通性、③独创性 7、影响创造性的因素有哪些？ 1、环境

； 2、智力：高智商虽非高创造性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

条件 3、个性：高创造性者的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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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如何培养学生的

创造性？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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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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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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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脑风暴训练编辑推荐：把教

师站点加入收藏夹2009年教师资格新版课程全新上线2009年

教师资格在线题库全新上线2009年山东省教师资格考试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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