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1 期） 

 1000 

教学实践 

重视初中数学概念的生成过程 
——以“因式分解”的教学为例 

◆杨姣琴 

（山西省临汾市吉县教育科技局  山西临汾  042200） 

 
摘要：数学概念是反映数学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

是数学思维的细胞。因此，讲清概念，使学生正确地理解概念，对于提

高数学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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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教学应该让学生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经历前人所经
历过的发现、认知、升华的过程，充分暴露知识的形成过程，让
全体学生都动手、动口、动脑，一起探索、发现、归纳，经历这
样的过程所获得的知识，学生想忘记都难。而对于我们现在的很
多概念课，我很想问一下：“过程都上哪儿去了？”如果想让学
生对概念“过目不忘”，就必须让学生有经历。“经历”，是课标
里用来描述过程的行为动词之一，是指在特定的教学活动中获得
一些感性认识。它的同义词还有“体验”“探究”等。课堂教学
犹如一次旅游，教师为导游，对每个学生来说，不论过程怎样，
每一次“经历”都值得拥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下面，以
“因式分解”第一节课为例，来谈谈对概念教学的尝试。因式分
解与前面学习的整式乘法有着密切关系，又是后面学习分式的基
础。因式分解作为一种恒等变形，是初中数学课程“数与代数”
的重要内容，在恒等变形、代数式的运算、解方程、函数中有着
广泛的应用。因式分解与整式乘法是互逆关系，因式分解的变形
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数学运算。因式分解是中学数学中最重要的
恒等变形之一，是我们解决许多数学问题的有力工具。因式分解
概念的渗透就显得很重要。这节课主要是“因式分解的概念”及
“因式分解与整式乘法的互逆关系”，重点就是对这两者的理解。 

一、自己阅读，寻找关键词 
一般来说，新课导入总要创设一些问题情境，而我们常常为

了创设情境而创设，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当时想了很久，直接
采用了下面的方式。填一填：m（a+b+c）=_______；（a+b）（a-b）
=_______；（a+1）2=_______；（x-3）（2x-5）=________。师：
这组算式是我们学过的什么运算？生：整式的乘法。师：我们知
道整式的乘法是由整式的积的形式转化成多项式的形式，（PPT
播放整式乘法的特点）这组算式是等式。现在我把每个算式左、
右互换后得到了以下等式：ma+mb+mc=m（a+b+c），a2-b2=（a+b）
（a-b），a2+2a+1=（a+1）2，2x2-11x+15=（x-3）（2x-5）.师：
和前面一组组等式相比，你能发现这组等式有何特点吗？生：把
多项式转化为几个整式的积的形式。师：这样的变形就是我们今
天要学习的因式分解。请同学们翻开课本第 98 页，读一读因式
分解的概念，说一说其中哪几个词是重点。生 1：多项式。生 2：
多项式、几个整式的积。师：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通过你的阅
读，你对概念的理解已经正确了吗？下面就来考考你。设计意图：
我在教学中并没有直接给出因式分解的概念，也没有对学生的总
结做任何的评判，而是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寻找关键词。并不仅
仅语文需要阅读，数学同样需要阅读，所以我只是给学生搭建了
一个平台，学生仍然是课堂的主体，这样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使之主动探索、研究，让学生都参与到课堂活动中，通
过学生自我感受，培养学生阅读、分析、归纳的能力，逐步提高
自学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
养成良好的个性品质。 

二、暴露解疑，归纳关键词 
考一考：下列代数式从左到右的变形是因式分解吗？为什

么？（1）a2+a=a（a+1）；（2）（a+3）（a-3）=a2-9；（3）4x2-4x+1=
（2x-1）2；（4）x2-3x+1=x（x-3）+1；（5）x2+1=xx+1x 筅筅；
（6）24a3b2c=（2a3）（3b2）（4c）；（7）x-4=（x%-2）（x%+2）。
学生独立思考一段时间。师：请同学们来说一说你觉得判断过程
中存在不确定、有疑问的小题。生 1：第（7）题。生 2：第（5）
题和第（6）题。师：我们一起来看这几道题。讲解过程中重点

讲评了学生有问题的几道题，说明原因。通过以上环节，再一次
总结因式分解的几个关键词，加深了对因式分解概念的理解。设
计意图：学生在获取新知识的同时，思维是发散的、多种多样的，
也许某个错误的想法，可以更好地拓展学生的思维，巩固学生的
新知识。在学生练习后再给出因式分解的定义，指出关键词，说
明在判断过程中的几点温馨提示，会让学生对概念的理解更加深
刻。 

三、再次巩固，加深理解 
师：我们不妨再来几道题巩固一下：判断下列各式从左到右

是否是因式分解。（1）x2+2x-3=x（x+2）-3；（2）x2-2=（x-2%）
（x+2%）；（3）（a+b）x=ax+bx；（4）x-1=x1-1x.设计意图：前面
虽然已经进行了练习，但是那是在没有明确说明概念之前的，学
生还存在一定的疑惑和模棱两可。这次的练习是在明确因式分解
概念之后，可以考查学生对之前有疑惑的地方是否已经完全弄
懂，对因式分解概念的理解是否已经到位。 

四、理解互逆关系，检验因式分解 
适当引导学生，进一步清晰地得出整式乘法和因式分解之间

的互逆关系。再引导学生思考能否利用因式分解与整式乘法是互
逆的这一关系来解决检验因式分解是否正确的问题，通过练习，
让学生自己总结。这样的过程，让学生在主动学习的过程中掌握
了因式分解与整式乘法的互逆关系，特别是在利用这种互逆关系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互逆的理解。这个教学过程就是让学
生经历从发现到认知，然后上升到理论并形成统一认识的过程，
在接下来的教学，只需要巩固形成的知识，并且学以致用。这样
一节课下来，学生只要认真参与，应该就不会忘记了。 

五、结束语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在数学概念课堂上如何让学生有所获，

学有所得，并且“过目不忘”，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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