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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數學習題中的
偽問題
文│黃炫冠  李嘉敏

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時，往往發現一些偽問題。甚麼叫“偽

問題”呢？我們不妨把那些既沒有明確標準答案、又沒有討論意義或價值的問題稱之為

偽問題。

一般來說，數學習題中都會有明確的最終答案，哪怕這個答案是以某些前提條件下

才成立或者有多個答案，這是正常並且允許的，但偽問題並不適用於這種情形，偽問題

的本質是“這個問題不該這麼問，問了不會得到良性的解答，即使強行解答也不會有意

義”。數學練習冊中偶爾會有一些偽問題，學生有時會因這些偽問題而有所困惑，所以

作為數學老師必須對這些偽問題提高警惕。

以下為若干偽問題的例子。

例 1：下列哪些數是二次根式？

分析：這不是一道好題目。按照根式定義 ，	符合二次根式的標準，

那此時 ，那是不是又能作類似討論？事實上，這種問題沒有甚麼討論意義，對於
學生的思維並沒有幫助，反而容易浪費時間。類似的情況還有下面的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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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下列哪些函數是指數函數？

分析：按書本定義，形如 叫指數函數， 不符合此形式定義，但它依
然是指數型函數，沒有必要糾結於這種細枝末節。這種題目也是典型的偽問題。

例3：已知 ，C與D是對應頂點，那麼下列結論中錯誤的是哪一選項？

分析：由全等三角形的結論可知，選項 A、B、C 必然正確，選項 D 應該是

，但細心一想，D 項結論事實上無法判斷是否正確，但不能就此下結論 D 項是錯誤的，

如果這是個等邊三角形呢？這是出題者可能沒有考慮周全的失誤，可見題目本身設置並

不科學，改為哪一項可能錯誤或者更好。

例 4：如圖 1，已知 ， ，若要使用 ASA 來證明

，則還要添加下列哪一項條件 ?	

																																				 											

分析：	A項是直角三角形的HL判定法則，B項可用ASA來證明，	C項只能用SAS證明，

D 項可用 AAS 直接證明。看起來題意是要我們選 B 項，但問題在於，D 項也可以利用三

角形內角和定理進而用 ASA 證明，儘管這種證明思路並不是最直接，但不能否認這確實

是可行的辦法，不排除學生也會這樣思考。因此這也是“偽命題”，表面上需不符合題意，

但邏輯上卻是正確的。這類題目有時危害很大，容易給學生帶來不必要的困惑。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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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從 1,2,3,…,9 中，每次取出 2個數分別作為對數的底數和真數，可得到多少

個不同的對數值？

分析：看起來題目意思明確，不過問題在於 1並不能作為對數的底數，也就是說每

次取出的數並非都有意義。但題目的表述似乎並沒有考慮到這一點，當然不排除出題者

刻意考察學生關於對數的理解。然而作為題目表述，如果在排列組合下進行選取，應該

盡可能保證“每次取出”的結果都是有意義的。

總的來說，雖然出題者對於中學數學比較了解，但不排除出題者擬定的某些問題並

沒有價值，或者存在不易察覺的歧義甚至錯誤。另外如果出題者有時過於執著於對某些

數學定義的考查，反而容易落入了偽命題的怪圈。數學固然是依賴於各種定義的公理化

體系，但這種體系更適合在嚴格依賴於公理化體系的大學數學中考查，比如定義了某種

運算的空間是不是向量空間，是不是拓撲空間，是不是群等等。但在中學這種階段，學

生有基本認知就好，就沒必要在是不是根式、是不是指數函數這些細節上矯枉過正。

期待通過上述例子拋磚引玉。筆者經驗是出題時有必要提前把關，避免學生在平時

練習或測驗考試中出現這些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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