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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数学教学中的一题多解  
◆周  寅 

（上海市西林中学  上海市金山区  201599）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我们数学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拓展

学生的思维，开拓学生的眼界，从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效率的目

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我们该如何去做呢？作为一名八年级的数学

教师，目前同学们遇到的多是几何证明的一系列题目，通过一题多解，

可以开拓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在遇到几何证明时可以有方法，而不是无

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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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一题多解非常重要，尤其是数学教学中，更是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几何证明题中，一题多解的优势会体现的
更加明显。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上的一节和谐杯校级比赛课《梯形
的中位线定理》。对于定理的证明我用了多种方法。 

已 知 ： 如 图 ， 梯 形 中 ， ， .  

，  

求证： 且  

方 法 一 ： 首 先 我 们 从 结 论 入 手 ， 我 们 看 到 且

这与我们的三角形中位线定理在形式上一

致，所以想到用三角形的中位线定理来证明，但是题目中未给出

三角形，所以我们想到通过添加辅助线的方法来构造三角形，因

此 连 接 AN 并 延 长 交 BC 的 延 长 线 于 点 , 通 过 证

，得 .由 ,则 为

的中位线，因此证得所需结论，除了连接 来构造三角形，我

们还可以连接 来构造三角形。看到平行线以及中

点，我们要想到构造基本图形八字形。 

 
方法二：仍然构造三角形，但所作辅助线与方法一不一致。

我们可以延长 到 使 .连接 ,则 交 于点

，此时 与 不一定是同一个点，所以我们想到用同一法

证明 与 是同一个点。证 ，此时 ，

因为 是 的中点， 是 的中点，而 的中点只能有一

个，所以 与 是同一个点。从而运用三角形的中位线定理进

行证明。 

方法三：过点 作 与 的垂线 交 于 ，交

于 。 

过点 作 与 的垂线 交 于 ，交 于 。 

则在本图中有两个基本图形八字形，还有两个矩形，则

。又因为

所以 

 

所以 。平行可由矩形得到。 

 

方法四：过点 作 交 延长线于 ，交 于点  

因为 所以四边形 是平行四边形，由基本图

形 八 字 形 所 以 从 而

. 

所以  

 
从结论寻找解题策略 

在解题时我们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一题多解的方法地去思
考，方法一和二是从结论入手，看到与三角形的中位线定理的形
式一致。从结论入手再回到已知条件，探索我们所需的各个条件，
这样就可以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找出各个知识点之间的关联，
层层推导，从而获得我们所需的结论。大部分学生在做数学几何
证明题时，面对复杂的题型往往束手无策，这种现象的发生往往
是因为学生在解题时按照题目发展的正方向进行思考，从而来寻
找题目的解题方法，忽略了反方向思考，尤其是一些特殊类型的
几何证明问题，从结论往回推导，会使许多问题简单化。 

从结论入手是建立在对一些已知判定和一些性质的总结的
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在平时教学时不仅自己要总结和归纳，还要
引导学生掌握总结和归纳的方法。  

从已知条件寻找解题策略 
我们在数学证明过程中还可以从已知条件入手，方法一、二、

三、四中我们都是在已知平行和中点的前提条件下构造基本图形
八字形，然后证全等从而得出结论。平行加上中点可以推导出基
本图形八字形；平行加上等腰三角形可以推导出角平分线，平行
加上角平分线推导出等腰三角形，从已知条件入手，在图中标出
相关的信息，由相关的信息之间的联系推导出一些已知的结论，
再结合图形中一些其他的知识点以及已知信息，证得我们所需的
结论。对于一些简单的证明题来说，我们在一边读题一边审题的
过程中就能由已知条件得出很多重要的结论，甚至我们还能得出
证明的结果。培养学生的读题和审题能力渗透在我们平时教学的
一言一行中。  

从基本图形寻找解题策略 
我们证明过程中还可以从图形入手，在本题中用到了三角形

题型以及八字形，平行四边形，矩形等一些基本图形。由已知条
件我们要学会观察图形，图形中有一些基本图形，而这些基本图
形具备了一些基本图形所具备的性质以及重要的结论。因此在教
学中我们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观察图形的习惯，使学生逐步养成通
过图形思考的习惯。刚开始要求学生观察图形，学生可能不理解，
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让他们这么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际
的例子让学生感受到观察图形的好处，让学生学会按照步骤认真
观察图形并对题目进行分析。 

通过一题多解，当学生有思路时，我们作为教师要有反应的
空间，教师不会拿到一个题目就措手不及，课堂是复杂多变的，
我们教师在课前备课时不一定能想到学生所想到的所有的方法。
所以当学生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时，我们要有反应的空间和时间，
也就是说当课堂出现预想不到反应时，我们老师能够及时的回
应，而不会刻意的绕过这个题目，直接就不讲了。同学们还可以
将所学习的知识延伸出去，在遇到其他题目的时候，提出这样的
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固有思维，
局限在一种固定的方法和思维中，由难化简，不仅提高了效率，
又节约了时间。 

在数学教学中，通过一题多解，不仅可以提高教学效率，还
能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在教学中，我还需要不断
的学习，不断的积累，在自己人生教学道路上，向着自己的目标
前进，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个环节。当回首自己的教学生涯时，
虽然中间有坎坷，但更多的是努力，是自己激励自己前进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