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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ability to raise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view of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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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及高职生的能力，探讨了元认知理论与学生

数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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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突出人才培养对当

前社会需求的针对性。现阶段许多高职院校采取“宽进”方式吸引更多的学生

入学以缓解生源不足的矛盾，高职学生在文化知识方面基础是相对比较薄弱的。

同时他们在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习惯上也存在着较多问题，缺乏自我认知、

自我监控、自我调节与自我约束等元认知能力。

高等数学作为高职院校的一门基础理论课，对学生后续课程的学习和思维

品质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元认知理论和数学问题提出的现状出发，

探讨数学元认知与数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关系。

2  数学元认知

元认知是美国心理学家弗拉维尔提出的一个心理学概念。数学元认知是指

主体对数学认知的认知，是主体对自身数学认知活动的计划、体验、监控以及

调节，其主要构成要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数学元认知知识；（2）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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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认知体验；（3）数学元认知监控。对于学生数学元认知能力的提升已成为现

阶段众多教育学者集中关注的问题。

3  问题提出的相关研究

“问题是数学的心脏”，提出问题是指通过对情景的探索产生新的问题或者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问题的再阐述。对数学问题提出能力的培养，很大程度上对于

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学生的自主学习与探究

能力也能够得到强化，以此种方式增强主体意识，是学生有效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线教师结合具体教学实践进行了思考和总结，普遍认为，要培养学生的

数学问题提出能力，主要是培养问题意识。首先，需要对现行的教育教学思维

进行合理的革新，为学生提问意识的培养营造一个有效、和谐的环境；其次，

需要引导学生学会提问，烘托具有提问特色的教学环境，针对学生的质疑，持

肯定的态度，激发学生进行深层次思考；再次，需要在教学活动当中，为学生

的思考预留一定的时间，使学生对问题的思考能够更加充分；最后，教师需要

引导学生认识基础性的提问方法，掌握提问的技巧，从而将自身的质疑以语言

的方式表现出来，并被大家领会。

虽然，国内外学者已对数学问题提出能力进行了大量探索和研究，然而，

由于我国长期的数学教学实践中没有重视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能力的培养，

我国的高职生的问题意识和问题提出能力相对比较薄弱，问题提出的能力不高，

提出问题的形式比较单一。因此，运用现代心理学原理，对数学问题提出能力

进行元认知方面的训练，提高高职生数学问题提出能力，对于教学改革具有一

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4  元认知与数学问题提出的关系

4.1  数学元认知知识与数学问题提出的关系

数学元认知知识主要包括对个体认知活动及个体认知差异之间的认知、对

掌握数学基础知识的认知、对已有的数学思想方法认知，这是形成问题的前提、



·57·
元认知理论与数学能力关系研究2020 年 5 月

第 2 卷第 2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ami	 https://doi.org/10.35534/ami.0202009

基础和保证。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对于基本的数学公式、概念学生

都一无所知，没有元认知知识的储备，要想提出有价值的数学问题是不可能的。

4.2  数学元认知体验与数学问题提出的关系

数学元认知体验出现在数学问题提出的整个过程。数学元认知体验的主要

体现就是学生产生问题意识的感受。问题意识是指学生在认识活动中遇到难以

解决、疑惑的问题时，产生的一种困惑、怀疑、探究的心理状态。问题意识将

激发学生积极思考，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好的数学元认知体验将促进学

生乐于提出数学问题，感受到提出数学问题的成就感和乐趣。

4.3  数学元认知监控与数学问题提出的关系

数学元认知对于提出问题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学生评价、监控自己的提问过

程，即反思。由于数学知识的抽象性、数学思维的严谨性、数学活动的探索性、

数学语言的简洁性等特点，学生必须经过反复多次的思考、深入研究、自我调整，

才能洞察数学的本质。学生在数学元认知监控理论的指导下，不断评价、调整，

都有可能提出有意义的问题。

在教学中进行元认知训练能弥补一般能力不足，可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在高职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和数学问题提出能力，对优化

学生的思维品质、创新能力的提高都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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