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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背景

学习几何有利于培养学生数学思维，提高逻辑推理能力。

在整个几何推理及证明过程中，几何语言在几何活动中连接着学

生内在思维过程和外在表达，直接影响初中阶段能否学好几何，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线下教学中，教师和学生面对面教学，学

生参与度高。师生可以及时沟通，这有利于学生和教师发生思

想的碰撞，提高学习效率。而线上教学则考验学生的自我约束

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教师无法了解学生最真实的状态，不能

及时和学生沟通。如何抓好几何入门教学，让学生学有所成，

是教师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2  初中几何语言的概念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几何语言主要包括文字语言、符号语

言、图形语言。一般我们把数学教材中的概念、公式、定理称为

文字语言，比如：对顶角相等。文字语言抽象，学生读起来比较

困难，需要教师正确引导充分解释。而符号语言则比较简约，能

清楚地表达出几何图形的特征和性质，如AB⊥CD。相较于文字语

言、符号语言，图形语言则更生动、直观，数学信息均以图形的

形式展现出来。解决几何问题时需要借助几何语言帮助分析，解

决问题。

3  几何语言教学的初步思考

在日常教学中，文字语言繁冗复杂，学生经常忽视某些关

键字眼，停留在字面意思，对概念、定理理解错误。导致出现表

述不清楚、多写、少写或错写内容等情况。而符号语言是数学中

特有的语言，不像文字语言那样贴近我们的生活。学生经常会出

现对基本的符号理解不深刻、记忆不准确，导致运用符号语言时

“张冠李戴”、大小写字母书写不规范等现象，在新授课时更是学

生容易忽视的。在图形语言中，学会画图是基础。对不同知识点

的画图，要求虽有差异，但都必须使用三角尺、直尺、圆规、量

角器等画图工具来完成。画图能力的提升对学生提取图形信息有

重要帮助，因此教师应重视学生动手画图能力的培养。在画图过

程中，学生习惯依靠自己直觉去画图。

在几何语言学习中，学生很难发现上述存在的问题，对于他

们来说，最后题目解决了，答案对了，就完成了。渐渐地，由于

“自我感觉”良好，慢慢修建起舒适区的高墙。一旦遇到需要走出

“舒适区”，有一定难度的题时，自然缺乏迎接挑战的勇气，渐渐

地也对几何开始产生畏惧心理。为了克服学生的学习障碍，增强

对几何的自信，教师应注重几何语言的规范，加深学生对概念的

理解，引导学生走出几何语言的“舒适区”。

4  线上教学中规范几何语言表达的解决策略

熟练地对三种语言进行转化使用，这是中学数学教学进行基

带领学生走出几何语言“舒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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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能力训练的难点。当课堂由线下走到线上，幕后的教师们又

该如何去帮助学生走出思维误区，让学生真正掌握呢？

4. 1 利用课前 5 分钟，将学生“赶出”舒适区

三种语言的熟练转换，是学好几何的基础。网络教学后，

每节课和学生的互动时间变少，所以我和同学们约定好每次在上

课前 5 分钟利用小黑板发布“晓讨论”，内容则是简单的三种

语言互译。根据学生家庭作业中几何语言部分存在的问题进行题

目设置，如请根据下列图形语言，写出对应的文字语言和符号

语言。

其对应的文字语言为：直线MN垂直于直线AB，垂足为点O；

对应的符号语言为：MN⊥AB，垂足为点O；

学生则在讨论区回复。根据学生提交的答案，展示出现的典

型问题，请其他同学指出问题并给出修改意见。这样有利于学生

自己发现问题，从而养成良好的几何学习习惯。

4.2用好技术，在三种语言的有效转换中，为构建新‘舒适

区’奠基

4.2.1加强学生对文字语言的理解，提高图形语言的敏感度

要想正确的将文字语言转化为图形语言，不仅要求学生对文

字的正确理解，还考查学生的想象能力。学生在阅读完文字语言

后，借助图形帮助分析，达到正确转化的目的。比如在学习《三

角形的有关概念》第一课时“三角形的有关线段”时，可以得到

三角形的三边有以下关系：“三角形任意两边的和大于第三边，三

角形任意两边的差小于第三边”，对应的符号语言为“a+b>c，a-

b<c”。在新课讲授时，这两句话学生就像顺口溜一样脱口而出，却

很难理解为什么。

这时，可以借助图形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如下例题：

有两根长度分别为5cm、7cm的木棒，用长度为13cm的木棒

与它们能拼成三角形吗？用长度为2cm的木棒呢？

解：用长度为13cm的木棒时，因为5+7=12<13，所以这三根

木棒不能拼成三角形。

用长度为2cm的木棒时，因为5+2=7，所以这三根木棒也不能

拼成三角形。

根据上述分析，很多学生对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理



2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2)2020,6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解。线上教学时，教师可以利用几何画板，分别使 AB = 5 c m，

CA=7cm 画三角形，如下图1、图2。可以发现，边长为5cm、

7cm、13cm，5cm、7cm、2cm 两个三角形无法画出来。不管三

角形形状如何变换，第三条边CB 的取值范围是2<CB<12。

  图1                                                  图2

在新授课时，教师应注重文字语言和图形语言的有效结合，

加强对学生画图能力的培养，增强对题意的感知，从图形语言

中感受到数学的美。

4.2.2 落实细节，关注学生几何语言过程的形成

在学习完“空中课堂”的《邻补角、对顶角》这一课

时后，学生们纷纷抱怨：“这节课内容很简单啊，直接从图形中就

可以看出答案了，为什么过程写得这么么复杂。”我发现，这是一

个将学生引出“舒适区”的极好机会，于是有了以下对话：

教师：“空中课堂中老师明确指出在求角的大小时，我们需要

一定的几何说理去呈现其中的因果关系。说理过程就是证据。”

学生：“我能解出来啊，我会做啊。”学生仍不依不饶。

教师：“说理过程就是逻辑推理过程，清晰的说理过程能

帮助分析问题，有助于思维的提升。目前我们接触到的是比较基

础的题目，大部分同学可以从图形上得到答案。但是题目一旦变

复杂了，没有系统的、完整的思维过程，就不会解决这类题了。”

学生们似乎没把我的话当回事，依我行我素地把回家作业都

做成了纯几何计算题，没有说理过程。

当天通过小黑板上批改的大部分作业都备注着“先说理、

再计算”6 个大大的字，问题比较严重的同学则马上私聊。

第二天我利用小黑板直播把学生的作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针

对性地反馈馈，并了解到有的学生在看题时思路明明很清楚，

一旦在纸上写过，却不知如何下笔。

我让学生们先学会写2句话，即“因为……”“所以……”（本

次线上教学没有使用∵,∴的书写格式），让学生明白“因为……”

是推理的条件，“所以……”是得出的结论，“因为……”“所

以……”是完整的一个推理过程。在几何题目中，几何过程由若

干个推理过程组成，而推理过程均由符号语言呈现。

至此，我再次引用空中课堂主讲老师给出的例题1，请了3位

同学分别口述用“因为……”“所以……”表述其中一段推理过程，

再请3位同学将对应的符号语言表述出来，最圆满地解决了这个

问题。

对初一的学生来说符号语言就是一门陌生的语言，他们才刚

刚接触到这一门语言，需要老师静下心来从一两句话开始教起，

再过渡到完整的几何过程，培养学生独立完成推理过程的能力。

4 . 3 适时总结，形成有关几何语言的新“舒适区”

在学习几何语言时，适当总结显得尤其重要。学生自建的

那些“舒适区”，即使在老师多次提醒之后，学生仍会给出理

由：我忘记了，记糊涂了。把错因归结为记忆问题的学生其实

就是在习惯上有所欠缺，因此每次除了在直播时总结学生的错

误，还让部分学生私聊总结在题目中的错误，让学生发现自己

的问题，逐渐在几何语言表达上有了新的突破。

4 . 4 关注细节，及时反馈，分层分类作业中让学生“自

觉”“自悟”

4.4.1整理几何笔记，激发学习热情。

线上教学期间，区教研员每周会发布本周上课的学习单，

从学习单的设计来看，设计学习单的老师很用心，学习单的左

侧专门有一栏空着，并写着“注释：（用于记录要点、线索、

提示和疑问等）”，最下面一栏空白部分也备注“小结：（用

于完成听课后自主复习时书写）”。无疑，这份学习单是给学

生听课做笔记用的。

我提前将一周的学习单发给学生，要求课上做好相应的笔

记，课后再进行完善。空中课堂上过的课程可以进行回放，这

对于同学们来说是很好的福利。课上没来得及整理的笔记，可

以在课余时间观看回放补充完整。另外，规定每周五学生将本

周的学习单上传至晓讨论，我进行检查和批阅。对于认真完

成、笔记优秀的同学，我在晓成长版块中晒出他们的优秀笔

记，供其他同学学习，鼓励同学们坚持就是胜利。

4.4.2 课后作业指导，用图像和语音等不同形式反馈

课后作业则是检验学生是否掌握的最好工具。空中课堂上课

过程中，学生课上一听感觉都会，等到写作业时一看题目就自

动处于“掉线”状态。除了采用在学生完成作业以外发布做的

参考答案以外，还针对个别存在问题较多的学生用语音的形式再

指导，并且对学生的订正情况进行再反馈。其次利用讨论板块

进行作业互动环节。学生通过上传作业，我一一批改并评论，

从初期的文本指导到后期语音指导，从简单从图片上指出对错，

到语音指导学生解题思路的优劣，都让学生找到教师随时在身边

指导的感觉。

5  结论和反思

规范几何语言表达是一线教师在几何教学中的首要任务，由

于线上教学的局限性，那些课上注意力不集中、开着直播玩手机

的学生就很难掌握，这也就需要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积累经

验，提升教学艺术。

线上教学背景下教师的教学策略研究相对较少，可以参考的

研究有限，本文中所涉及到的策略还可以将理论结合实践深入研

究。由于线上教学维持近2 个半月，时间比较短，如何提高几

何语言教学课堂互动性、几何思维训练等还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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