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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初三学生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成绩来探讨其使用不同解法的倾向性。结果发

现：学生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成绩良好,对于不同题型优先选用的解题方法存在显著差异,无实数解的题目

更多同学优先选用公式法,有解的题目更多选用配方法；并且不同解题方法之间也存在差异,其中无实数

解的题目使用的公式法显著多于其他两种方法,而有解的题目使用的公式法和配方法显著多于因式分

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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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一元二次方程的应用与求解是初中

数学教学中的重点内容,其涉及的问题、

题型多样,是中考考试中的重点考查内

容,并且一元二次方程的学习能够为二

次函数的学习打下坚定的基础,让学生

建立良好的思维模式［1］,因此一元二次

方程不仅是重点内容,也是难点内容,对

整个中学数学的学习起到承上启下的关

键作用。然而通过对以往相关研究的梳

理发现,研究内容大多集中于以下三个

方面,一是对一元二次方程教学的研究,

如课堂教学情境与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成

功率的研究,当学习的数学对象是方程

和函数时,课堂上老师表述的内容与教

学对象本应该被传达的内容以及学生所

觉察理解的内容一致时,课堂的沟通机

制是有效的,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用

配方法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教学案例设计

以及深度学习视角下一元二次方程教学

策略探究［4］；二是一元二次方程解法及

应用的研究,例如一元二次方程的配方

法、公式法、因式分解法等解法的概念、

解题步骤及特点［1］,对一元二次方程在

增长率问题、“每每问题”、图形面积问

题、动态几何问题、握手、比赛等多种

问题的应用探析［2］；三是学生对一元二

次方程概念理解的研究,发现高中生很

难精确给出一元二次方程的准确概念,

并且他们对一元二次方程概念的理解受

限于因式分解的思想,学生对一元二次

方程相关问题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困难［3］

等。另外我国现行初中数学课程标准要

求学生能够“体会具体问题抽象出一元

二次方程的过程”,并能掌握一元二次方

程的不同解法。在一项关于老师对学生

理解一元二次方程的研究中发现,12名

教师被试中有6名认为学生在解法的选

择上会遇到障碍,4名教师认为在用因式

分解法解复杂系数的一元二次方程时学

生会有困难,通过教师的回答可以归纳

出学生在实际学习中表现出来的较为薄

弱环节,即也可以发现对于不同题型学

生对解法的选择不同［4］。在这些方向的

研究基础之上,本文想要探讨学生对一

元二次方程中不同解法的掌握程度以及

他们会如何使用不同的方法解方程。 

2 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对象为宁夏固原市某中学初

三年级的学生,该校初三年级均为平行

班,故选取其中一个班的同学作为被试,

整个班的同学可以看作是一个正态分布

的群体。61人参加测试,其中男生31名,

女生30名,M年龄=14.23,SD=0.76。他们

已经学习了如何解一元二次方程。 

2.2实验材料 

本研究的实验材料均为纸质版测试

题目,要求同学们解出正确答案。 

测试一：9道一元二次方程题目。均

为标准形式的一元二次方程,试卷设置

了三种方法的答题区和草稿区,要求学

生将所有的答题过程体现在试卷上。其

中第3、6、9题无实数解,其余题目均可

用因式分解法、配方法、公式法三种方

法解出；测试学生使用不同解法的倾向；

测试时间50分钟。 

测试二：标准瑞文推理测验。测验

一共由60个题目组成,分为5组,每组12

题。A、B、C、D、E五组题目难度逐渐增

加,每组内部题目也是由易到难排列。答

题卡与试题册是分开的；测试学生智力

水平,测试时间45分钟。 

2.3实验过程 

每位被试均需要完成两个测试,测

试一要求将所有的解题过程体现在答题

纸上,测试二只需要将答案填在答题卡

上相应的位置即可。两项测验均在学校

相连的一节数学课和一节自习课上进行

集中测试。第一节数学课,要求座位为奇

数列的同学先完成测试一,偶数列的同

学完成测试二；第二节自习课,座位为奇

数列的同学完成测试二,偶数列的同学

完成测试一。测试过程中由主试和数学

老师监考,不允许同学们之间进行任何

有关测试的交流。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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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了初中生解一元二次方

程的成绩及解题方法的选用倾向。结果

发现,初中生可以较好地求解一元二次

方程,但在求解方法的选用上存在显著

差异,选用配方法和公式法的同学显著

多于因式分解法,反映了初中生对三种

解法不同的掌握程度。 

3.1学生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成绩表现 

学生解一元二次方程时,成绩良好。

每道题目的正确率均大于百分之七十,

九道题目中,有五道题目的正确率达到

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说明学生都已经比

较好地掌握了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方法,

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正确的求出方程的

解。学生解题正确率与题目的题型无显

著差异,第3、6、9题这三道无解题目的

正确率与其它题目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这说明学生能否正确解出一元二次方程

的解,与方程本身有无实数根并没有直

接关系。在九道题目中,第4题和第8题的

错误率相对较高,这两道题目都是有解

的题型,但是它们的二次项系数均不为1,

都是4x²,相对于其他二次项系数均为1

的有解的题目而言,这两道题目稍微复

杂一点,无论是运用配方法,公式法还是

因式分解法,计算量和计算难度都略大

一些。 

3.2一元二次方程题型对选用不同

解题方法的影响 

对于不同的题型,选用的解题方法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无解的题目,

利用公式法中根的判别式来证明题目无

实数根是必然要求,所以绝大多数同学

都选用了公式法,说明学生对根的判别

式即根与系数的关系已经掌握。极少数

同学在判断出方程无解后,仍然将三种

方法都写在试卷上,说明学生并没有很

好地掌握这三种方法的意义及用途,对

于无解的题目,这样做是完全没有必要

的,对于题目要求的理解也过于死板。对

于有解的题目,绝大多数同学都使用了

配方法和公式法,公式法略多于配方法,

差距很小,说明学生已经基本掌握了这

两种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方法。而因式分

解法的选用显著少于配方法和公式法,

只有少部分同学使用了因式分解法,由

于题目难度并不高,并且大部分题目用

因式分解法反而更简便,这说明学生并

没有很好地掌握因式分解法,不能很好

地运用到解一元二次方程的过程中,而

大多数学生为何没有掌握因式分解法,

在解题过程中没有选用,原因有待进一

步探讨。 

3.3学生解一元二次方程时优先选

用方法对正确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学生解一元二次方程时

优先选用方法与正确率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优先选用因式分解法的同学正确率

最高,其次是公式法,优先选用配方法的

同学正确率最低。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优

先选用因式分解法的同学更好地掌握了

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方法,他们不仅可以

最快找到最优的解法,同时还保证了较

高的正确率,优先使用公式法和配方法

的同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求解一元二次

方程的学习,提高正确率。这也反映了因

式分解法对于初中生来说难度更大,需

要加强教学,使学生更好的掌握因式分

解法,提高一元二次方程解题的正确率。 

综上,根据本实验的研究结果,教师

在一元二次方程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参考

以下建议：(1)加强对初中生因式分解法

的教学,让更多学生掌握因式分解法并

且能够灵活运用,提高解题正确率；(2)

加强初中生对一元二次方程解的理解和

思维灵活性的训练,尤其对于已用公式

法判定了的无解的题目,无需再使用其

他方法；(3)对于数学成绩较差的学生,

建议教师在教学时,对他们掌握解题方

法的目标顺序设定为公式法、配方法、

因式分解法。本研究发现初中生在选用

一元二次方程的三种解法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但对于原因的探究仍有不足,未来

可以通过访谈法、个案分析法等方法进

行进一步研究,为一元二次方程的教学

提供更有针对性参考。 

4 结论 

在本实验条件下,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 

(1)学生解一元二次方程的成绩良

好,解题正确率与题型并无显著关系。(2)

对于不同的题型,学生优先选用的解题

方法不同,无实数解的题目更多同学优

先选用公式法,有解的题目更多选用配

方法。(3)对于不同的题型,学生选用的

解题方法存在显著差异,无实数解的题

目公式法显著多于其他两种方法,有解

的题目公式法和配方法显著多于因式分

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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