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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问题框架
 

——“发现学习模式”的理解和运用 

行知二中 张波 

  “素质教育”是目前最流行的口号之一。但如何使“素质教育”不是作为口号，

而是具体的行动扎扎实实的落实下去，尚需做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实施“素质教育”，首先要转变观念。在数学教学中，过去人们把数学学习主要

理解为学习前人创造和积累的数学知识，数学教学主要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

学生大多是被动地接受。现在则普遍认识到：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体，数学学习应当

是主体在头脑中建立和发展数学认知结构的过程，是主体的一种“再创造”行为。 

  那么怎样才能使这些观念落实到具体的教学中去，是每个数学教师都在思考的问

题。通过现代教学理论的学习，我们感到“发现学习模式”对此有着一定的指导和帮

助。 

  “发现学习模式”是由美国当代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J·S·布鲁纳提出并倡导

的，概括地说“就是运用探究的方法去发现学科的基本原理”。 

  但我们发现，许多教师在理解和使用“发现学习模式”时，大多是强调运用“探

究——发现”的技巧，而对结构的重视不够。这是有失偏颇的。从“发现学习模式”

的发展背景看，它是对杜威的“发现教育”运动的继承和修正，而杜威也是强调探究

发现的。“发现学习模式是结构主义的课程观与探究法的教学论的结合。在发现学习

模式中，学生探究的是学科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学科的基本事实。” “布鲁纳的教

育心理学的核心可以说是如何去促进学生依据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自己的认知结

构。” 

  因此，“发现学习模式”强调“有结构的提供教材”，让学生在一个比较完整的

结构框架中去探究、发现，并把所发现的东西与先前的知识经验重新组合，建构起一

个新的认知结构。 

  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整式乘法”的教学。 

  教材的安排和通常的情况是：幂的运算法则→单项式乘法→单项式乘多项式→多

项式乘多项式，从而形成“整式乘法”的基本结构。这种叙述方式被荷兰的著名教育

家弗赖登塔尔（HansFrendenthal）称之为“教学法的颠倒”。他经常指出：数学家

向来都不是按照他创造数学的思维过程去叙述他的工作成果，而是恰好相反，把思维

过程颠倒过来，把结果作为出发点。按照这样的次序组织教学，可能也有探究、发

现，（如：a2·a3=？ 进而am·an=？ 等）但发现的是一些基本事实；可能也会把问

题作为教学的出发点，但问题不是从学生的内在需要中产生，没有成为学生自己的问

题，影响了学生的主动探究；学生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缺乏能动的整体组织，因此

不利于学生认知结构的形成和学习能力的提高。 

  帮助学生建立问题的框架，进而在问题框架中探究发现，可以较好的解决上述缺

憾。具体做法是： 

（一）一个熟悉的问题入手。引起认知冲突、提出新问题。 



  如：已知长方形的长增加3cm，宽减少2cm，则面积减少6cm2，若长减少2cm，宽

增加2cm，则面积增加2cm2，求原长方形的长、宽？ 

  学生刚学过方程及方程组，不难设原长方形的长为 xcm，宽为ycm， 

 

要进一步求出方程组的解，首先需要解决象“（x+3）（y+2）”如何化简这样的问
题。由于问题情况很熟悉，本以为可以顺利解决的，而现在出现新的困惑、冲突，要
解决它的愿望是强烈的。 

（二）问题一般化，并进一步的明确问题是什么？ 

  我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是否还有类似的问题？通过广泛举例，充分感知“整式

乘法”，进而归纳、概括出什么是整式乘法？ 

  我们认为充分地感知问题，并在感知的过程中，产生一些直觉的念头，想法。是

进一步解决问题的基础。 

（三）建立问题框架 

  在上面感知的基础上，概括问题类型，建立问题框架： 

（四）应用一般性的解题策略，在问题框架中分析、比较、选择适当的突破口，并进

而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探究发现。 

  注意总结和运用一般性的问题策略（如：从最简单的情形入手，联想、类比相似

问题的处理、回到定义去、试着画个图等等），是帮助学生学会学习的一个重要方

面，需要在教学中予以足够的重视。 

（五）回到问题框架中去 

  当问题的一些简情形或问题的某一方面被解决后，回到问题框架中去，看看问题

是否已经解决，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随着问题的不断解决，学生的认知结构也不断

地“生成”。 

  生物学上有原理认为“个体发展认为”个体发展过程是群体发展过程的重现“这

条原理在数学学习上也是有效的，即数学发展的历程也应在学生身上体现这才符合人

的认识规律。 

  从上述安排过程中，我们看到：发现是一个继续着过程，每节课的结尾不一定是

结论，学生的学习与科学家的工作也是很类似的，每一个探究阶段提出的问题多于解

答。我们认为，“发现“通常是一种没有终结的事，而没有终结的事会使我们老是放

不下心来，因而老得想它，老是琢磨，这种思想会产生一种好奇，继而给人以强烈的

探究欲望和动力，促使人们去进一步发现，这就提供给学习者以”连绵不断“的学习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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