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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思维能力有别于传统思维方式，主张从结果出发分

析过程，以此突破解题难点，逆向思维能力的发展能够帮助

学生突破思维桎梏，对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能够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然而逆向思维的培养是一个长期化、规范化

的过程，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在逻辑思考的基础上不断反思和

批判现有知识，使学生养成逆向思考的习惯。传统数学课堂

重分数，轻能力，不利于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发展，为此教

师必须创新教学思路，以培养数学思维能力为目标重构课堂，

为学生逆向思维能力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一、逆向思维能力特点

（一）普遍性

逆向思维能力是基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思维能力，

数学、生活以及其他学科知识都适用于逆向思维。熟练运用

逆向思维，调转角度分析问题，如两极对调观察、代入他人

视角看待问题、从结果到过程的反向推导等，从对立条件出

发思考问题，最终得到统一的答案，高效、准确地解决问题。

（二）批判性

逆向思维不同于常规思考方式，是在正向思维受阻时的

思考方式，通过打破常规认知、克服思维定式获得问题的答

案。对于常人而言，正向思维即从条件推导结果的思维方式

是最常规的思维方式，也是最熟悉的思维方式，因此应用逆

向思维思考问题要求人们以批判性视角看待问题、分析问题，

方能消除固化思维的影响，因此逆向思维能力的培养对批判

性思维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

（三）创新性

逆向思维能力不同于常规思维，主张通过非常规思考寻

找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决定了人们必须抛弃固定的解决问题

的思维方式，从多层次、多角度出发重新分析问题、审视问

题，研讨、把握事物之间的规律，用创新性的思维方式提高

解决问题的效率，打破传统思维的限制，循序渐进，帮助人

们克服循规蹈矩的思维障碍。

二、逆向思维类型分析

（一）反转型逆向思维能力

逆向思维方式因其思考方式的细节差异有所不同，反转

型逆向思维能力强调从事物的相反方向进行思考，以此判别

事物之间的联系。举例说明，小明吃了太多东西，所以变胖

了，是从条件出发推导结果的正向思考，而反转性思维能力

通过反转事物的功能、结构、因果关系以获取问题的答案，

即小明变胖了，很可能是因为吃了太多的东西，反向推导，

重新分析事物，梳理事物之间的变化规律，解决数学问题。

（二）转换型逆向思维能力

转换型逆向思维能力指在遇到难题时变换手段、角度分

析事物，尝试运用其他方式解决问题。举例说明：一个人如

果无法开门进入房间，常规分析方法是通过观察门锁状态，

自行尝试开门，寻找开锁人员辅助开门，而运用转换型逆向

思维方式的人会尝试拆除门框，从窗户进入房间，或是拆除

墙壁等方式进入房间，摒弃“开门思维”解决问题。

（三）缺点型逆向思维能力

缺点型逆向思维能力主张从事物的缺点出发，创新思维

方式解决问题，让缺点成为推动问题解决的有利条件。举例

说明：葫芦本用于装水，但因长期使用，一侧出现破损，导

致葫芦不再具备装水能力，应用缺点型逆向思维思考问题，

将葫芦切开，去掉破损制成盛水工具，赋予其全新的使用功

能。在有利与不利之间创造条件，推动二者相互转化，协助

解决问题[2]。

三、初中数学教学中培养逆向思维的意义

（一）逆向思维提高学习效率

逆向思维普遍存在于数学知识之中，无论是数学定理的

逆向运用，数学问题中的逆向思考，还是方程类问题的解法，

都闪耀着逆向思维的光辉，逆向思考是解答数学问题的关键，

也是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漫漫旅途中必须掌握的思维方式

和解题技巧，面对复杂问题，结合条件内部联系，灵活运用

逆向思维，化繁为简，快速解决数学问题，提高解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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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学生成长。

（二）逆向思维深化基础理解

初中数学知识抽象性更强，学习理解难度更大，为进一

步深化学生对所学数学基础知识的理解，教师在授课中引入

逆向思维，引导学生变换思路分析基础知识的生成过程，深

化学生对数学基础知识的理解。以一元一次方程合并同类项

与移项为例，在学生探索方程开括号变形规律的同时，教师

引导学生从简易方程式的结果出发，逆推合并同类项与移项

规律，深化学生对所学方程知识的理解，助力学生成长。

（三）逆向思维拓展解题思路

逆向思维是一种打破困境的思考方式，在已有思维方式

无法解决问题时，引入逆向思维，使其在解题过程中多出一

种思考问题的角度，从多种角度分析问题，克服思维定式的

同时，增强解题灵活性，帮助学生更好地发现题目中隐藏的

解题条件，为学生今后解决数学问题提供有力支持。

四、初中数学教学培养学生逆向思维能力的策略

（一）坚持日常渗透，培养思维习惯

如何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习惯，使学生在遭遇学习生活

中的难题时主动逆向思考分析问题原因，探索解决方案是教

师的主要教学目标之一，用惯性思考方式影响学生，使其不

自觉地转换视角分析问题，使学生的思维方式突破传统的束

缚。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性、渐进性的形成过程，为培养

学生的逆向思维习惯，教师必须改变教学方式，普及逆向思

维的积极意义的同时，结合逆向思维能力的普遍性特征，从

日常学习生活中的细节入手，帮助学生理解逆向思维在学习

生活中的渗透方式和渗透特点，从日常入手，缓慢渗透，循

序渐进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习惯，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助力学生成长[3]。

以人教版《九年级数学上册》第二十二章《二次函数》

为例，为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习惯，教师将逆向思维渗透到

教学设计之中，通过逆向思维生成知识，逆向思维解决问题

等方式将逆向思维渗透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之中，为学生

逆向思维习惯的养成奠定基础。常规讲解函数基础知识，应

从问题出发，通过逻辑推理、解决问题、抽象过程、生成知

识等一系列环节得到二次函数的性质，确定二次函数表达式，

教师引入逆向思维，引导学生从结果出发，尝试推导函数的

图形和性质，结果逆向体验知识生成过程，培养逆向思维习

惯。首先，教师在课上提出二次函数表达式，引导学生思考y

=ax2+bx+c （a≠0）函数式与一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之间的差
别，引导学生通过代数作图法绘制二次函数图像，思考哪些

数值发生变化会影响函数图像的开口方向，对称轴位置，顶

点坐标，抛物线与坐标轴交点，感受数与形之间的联系，抽

象认知结果，生成函数知识。教师引导学生结合推导生成的

知识概念重新分析二次函数，验证结果，让学生感受逆向思

维在学习中的应用价值，为逆向思维习惯的形成做准备。

在随堂练习环节，教师设置例题：如图一所示，已知抛

物线y=x2-3x-1.75的顶点为D，与x轴相交于A，B两点，点A

在点 B 的左侧，与 y 轴交于点 C，取点 E （-15, 0） 和点 F

（0，-0.75），直线L经过E、F两点，G是线段BD的中点，问

抛物线上是否存在M，使M与L的直线L的对称点在X轴上？

教师先引导学生用传统方法求直线L的解析式，设M点的坐

标，做L的对称点，构造全等三角形求对称点坐标，梳理正向

解题过程后，引入逆向思维解题法，证明BD⊥EF，确定BD关
于直线L对称，因为直线ED与x轴关于L对称，确定M点为直

线ED与抛物线交点。通过教学活动渗透逆向思维方法，使学

生灵活转换思维方式，转化题目条件，另辟蹊径分析问题、

理解问题，培养学生勇于创新求变的逆向思维习惯，助力学

生成长。

图一 抛物线

（二）逆向运用公式，强化批判意识

数学公式是数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式的应用

灵活且方便，一个公式有多种变化形式，这些公式既是辅助

数学解题的突破口，同样也是培养学生批判意识和逆向思维

方式的重要优势助力。为让学生学会逆向思考问题，教师在

开始阶段引入数学公式，引导学生逆向运用公式，分解数学

公式解答问题，逐步明晰逆向思维方式的特点，为后续的反

转型逆向思考、缺点型逆向思考和转换型逆向思维的讲解和

运用奠定基础。此外，公式的逆向运用理解较为简单，直观

性较强，逆向思维运用公式辅助解题，拓展解题思路，使学

生深入理解公式特点和逆向思维的应用价值，为学生批判意

识和逆向思维能力的发展提供优势助力[4]。

传统的逆向运用公式的方式以条件和结果的互逆运用为

主，为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批判能力，教师可选择性地将公式

的推导过程纳入课堂教学之中，从公式组合方式入手，逆向

推导公式的生成过程，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逆向思考，帮助学

生理解公式的特性，推动学生逆向思维发展的同时深化学生

对数学公式应用的理解，助力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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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教版《八年级数学下册》第十七章《勾股定理》为

例，为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能力，教师结合勾股定理的逆向

运用设置例题，通过讨论例题使学生认识到逆向运用数学公

式解决问题的优势，引导学生自发地探索数学知识的逆向运

用方法，为学生批判意识的生成与发展提供土壤。设置例题：

如图二所示，在四边形ABCD中，AB=3，BC=4，CD=1，AD=

2 6，已知AB⊥BC，四边形ABCD的面积为多少？首先，教
师引导学生复习多边形图形面积求取方式，作辅助线连接

AC。其次，教师引导学生正向运用勾股定理公式a2+b2=c2求取

AC的长度，得到AC长度为5。再次，教师结合解题过程提

问：“已知四边形ABCD由三角形ADC与三角形ABC共同组

成，如何确定三角形ADC的面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观察

三角形ADC，将三边长度代入勾股定理公式中计算，发现

AD2+DC2=AC2，部分学生结合所学提出猜想：已知直角三角形

侧边的平方和=斜边长度的平方，那么一个三角形的侧边的平

方和=斜边长度的平方，能否证明这个三角形一定是直角三角

形呢？教师与学生开展课堂讨论活动，引导学生尝试运用列

举反例的方式分析是否存在三角形符合a2+b2=c2但是不属于直

角三角形的案例，交流讨论使学生认识到勾股定理公式的逆

向运用方法。

（三）引入生活问题，鼓励逆向思考

逆向思维是数学思想的重要组成，数学思想来源于人们

对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思考，经过思维活动产

生的结果，形成的对事物变化规律的本质性认识。数学思想

不同于常规思考方式，抽象性较强，理解掌握难度较大，需

要学生全身心投入到探究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

方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数学思想的内涵。为此教师改变教学思

路，从学生的日常生活入手取材设计教学活动，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吸引学生主动探索逆向思维的原理以及应用方

式，在互动与讨论中发展学生的逆向思维能力，促进学生

成长[5]。

逆向思维不同于常规思维方式，由缺点型逆向思维、反

转型逆向思维、转换型逆向思维共同组成，为使学生掌握不

同类型的逆向思维方式的思考特征，教师结合学生的兴趣爱

好选择性引入小组合作、情境创设等教学方式，促使学生积

极主动地投入到逆向思考之中。

以人教版《七年级数学上册》第三章《一元一次方程》

为例，为在一元一次方程解法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能

力，教师结合生活情境设计题目，吸引学生注意力，引导学

生对比分析常规解题方式和方程解题方式的区别，体会方程

计算中蕴含的反转型逆向思维特点。教师结合路程问题创设

情境类应用题：一辆客车与一辆卡车同时从A地出发，同向

行驶，客车速度为70km/h，卡车速度为60km/h，客车比卡车

提前一小时达到B地，问AB间距离是多少？常规算法中时

间×速度=路程，学生按照逆向思维分析题目，用甲车一小时

路程÷两车速度之差得到车辆行驶时间，用时间×速度=路程

计算得到问题结果。方程算法中教师引导学生设甲车行驶时

间为x，列方程式70x-60x=70，求得x值。教师引导学生对比

分析两种算法的区别，使学生认识到方程即从结果出发逆推

解题条件的过程，使学生掌握反转型逆向解题的方式，为学

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转换型思维要求学生打破常规，另辟蹊径寻找解题方式，

为此教师在课上引入小组合作讨论教学法，独立思考的同时

引导学生相互交流，互换思维成果，帮助学生解决问题。仍

以《一元一次方程》为例，教师设置讨论问题：汽车鸣笛以

后以15m/s的速度向远离高山的方向驶去，司机在鸣笛2s以后

听到鸣笛回声，此时汽车到高山的距离为多少？常规解题方

法以方程法为主，教师将学生分为多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

讨论解题方法，思考解题关键点，部分学生认为解题关键在

于声音传播过程，并尝试绘制简图描述声音传播方向的变化

过程，教师适时介入，播放动画视频描述声音与汽车的位置

变化过程，变换思路解决问题，将转换型逆向思维引入数学

课堂，促进学生成长。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关

键在于快速转换思维视角，从多角度、多层次分析问题，看

待问题。为此，教师在授课中需要系统分析逆向思维的特点，

结合教材内容和数学问题传递逆向思维原理，使学生在解题

思考中认识到逆向思维能力的价值，循序渐进地引入思维训

练活动，引导学生从数学公式、原理、问题中体会逆向思维

的应用特点，鼓励学生主动运用逆向思维分析学习和生活中

的事物，为学生今后的成长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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