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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精选例题诱发学生思考，提供平台启迪创新思维 
◆劳  锟

（广州市铁一中学  广东广州  510520） 

数学课程改革强调通过观察、试验、猜想、验证、修正、再
验证、得到结论并进行推广和应用，提供机会让学生的动手操作、
实践探究，最终让学生在积极的思维参与中领悟数学的本质和核
心。高中学生相对成熟，对问题往往都有自己的看法，具备自己
的思维方式．因而，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引发学生思考，给
学生思维的空间，以培养他们的发散性思维与创新精神。因此，
我力求在精选例题的同时，特别注重辅设途径,让学生不自觉的
热情参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一点初浅做法如下。 

一、用结果引发好奇，探究竞激发热情 
教学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激发学生兴趣，引导他们积极参

与，这就需要老师提出的问题有吸引学生的地方．首先力求学生
投入其中，再设法让他们感到惊奇，甚至不可思议，这时就可以
紧扣学生心弦，让他们在求知的过程中眉色飞舞． 

例 1 关于 x 的不等式 ax2＋bx＋c＜0 的解集为{x|x＜－2 或 x
＞1}，求不等式 ax2－bx＋c＞0 的解集． 

如果老师直接数形结合,利用韦达定理引导出解法，学生虽
能理解，但热情度不会太高，甚至会显得枯橾泛味。 

若能换种方式，即利用同学还在冥思苦想，而不得结果时，
老师却出呼意料地说，这道题太容易，只看一眼，便知道了解集
为{x|－1＜x＜2}．你弄懂了吗？ 

这太突然的结果让学生不可思议，探求知识的欲望被强烈点
燃，使被动学习变成主动，晓有兴趣地围绕相应方程根的关系去
探求问题的结果，总结出方程 ax2＋bx＋c＝0 与方程 ax2－bx＋c
＝0 中的根互为相反数，且注意到 a＜0，因而可很快地写出解
集．如此，再补充其它解法，则效果明显胜一筹。 

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考察学生的观察问题的能力，引出练
习： 

已知不等式 ax2＋bx＋c＞0 的解集为{x|α＜x＜β}，其中β
＞α＞0，求不等式 cx2＋bx＋a＜0 的解集． 

若能注意到方程的 ax2＋bx＋c＝0 与方程 cx2＋bx＋a＝0 的根
互为倒数，难道还写不出不等式 cx2＋bx＋a＜0 的解集吗？ 

二、抓特点诱发诧异，引猜想寻求途径 
解题时，首先是对题的观察和审视，从中捕捉相关信息，教

师若能在题中让学生抓住较为特殊（或有特色）的某一部分，引
发学生的好奇，包括观察数量与数量间的关系，图形与图形间的
关系，以及数量和图形间的关系。从而诱发学生对问题的看法与
见解，引发猜想并积极去发现其规律。 

例 2 已知对于任意的实数 x，有 f(x＋3)＝－f(x)，f(1)＝－2，
求 f(2017)的值． 

该题有个特点，就是 f(2017)中的“2017”相对较大，这么大
的数怎么可能与已知条件 f(1)＝－2 联系起来呢？可见 f(x)不是一
般的函数，是什么函数？好奇心引发猜想． 

当学生猜想出周期函数函数时？那么，由学生说明原因和理
由的时刻到来，教师趁热打铁，围绕周期函数的定义，引发探讨
高潮． 

学生观察条件 f(x＋3)＝－f(x)，对比形式 f(x＋T)＝f(x)，发现
“－f(x)”中的“－”大有学问，若能变负为正，则大功告成，
利用“负负得正”，促使我们去尝试让负号出现两次。会算 f(x＋
6)吗？f(x＋6)＝－f(x＋3)，从而不难探讨出 f(x＋6)＝－f(x＋3)＝－
[－f(x)]＝f(x)，从而求得函数的周期 6．进行归纳，式子 f(x＋3)
＝－f(x)，反映了此函数 y＝f(x)有以下性质：当自变量相差 3 时，
函数值是互为相反数。由此，容易得到当自变量相差 6 时，函数
值相等，即此函数是周期为 6 的函数．求出 f(2017)＝f(1)＝－2，
在学生倍感惊讶的同时，推波助澜，提出：会求 f(2020)吗？f(5017)
吗？ 

三、抓机会趁热打铁，引类比夯实基础 
类比，是数学中的一个重要方法，是逻辑推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此及彼，引发学生联想，不仅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对巩固基础知识，也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老师不妨通过上述例子，试探提问“总结出了探求周期的方
法了吗？” 

在学生充满自信的前提下提出：若将条件变为“f(x＋3)＝

1

f(x)
，f(1)＝－2”，你还能求得 f(2017)的值吗？

如此，可引发学生去积极尝试。当学生感到有困难时，老师
不妨用激将法，说其并没有弄懂上述例题，如果弄懂了，怎么会
不知道怎样演绎呢？ 

“会算 f(x＋6)吗？”,通过类比，完全可得到相同结论。 

当老师再提出：“f(x＋3)＝
1

f(x)
，f(1)＝－2,求 f(2017)的值”

时，学生已经是轻松自如，信心百倍。 

如此，既引发出学生周期函数的猜想，同时又引发了对问题
的探索和联想，学生兴趣盎然,培养了学生大胆探索的精神，尝
试出证明周期函数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学生参与解决问题的积极
性得到了充分体现，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四、多角度引发思维，示演绎不断完美 
实施好高中数学教学，既要驾驭好教材，丰富课堂内容，又

要注重融洽课堂气氛，让课堂充满活力，富有生气．这不仅需要
教师在例题、习题上精心组合，做到“精雕细刻”，还需要教师
在教学形式、教学方法仔细思考，能够“运筹帷幄”，给学生足
够的空间，引导学生去探索发现． 

例 3. 设 α 为锐角，若 cos(α＋
π

6
)＝

3

5
，求 sin(2α＋

π

3
)的值． 

该题的最大特点就是容易入手，老师若直接传授解题方法，

难以改变学生的不以为然，即毫不犹预地展开 cos(α＋
π

6
)＝

3

2

cosα－
1

2
sinα＝

3

5
，为引起学生的高度注意，教师不妨顺其自然，

让学生吃点苦头．让他们在演绎的过程中经受挫折，更能体会那

雨后彩虹的心情． 

思路一：学生毫不犹预地展开 cos(α＋
π

6
)＝

3

2
cosα－

1

2

sinα＝
3

5
，联立 cos2

α＋sin2
α＝1，设法求得 cosα,sinα 的值，

再求 sin(2α＋
π

3
)的值，理论上不存在任何问题，但解题过程有

较大运算量。 

此时，可略纠偏差，当并不时一步到位，即引诱学生可否找
一种简单一点的方法来求得 cosα，sinα 呢？如此，不难导出思
路二。 

思路二：条件 cos(α＋
π

6
)＝

3

5
，其实已经让我们看到了 cosα，

∵ cosα＝cos[(α＋
π

6
)－

π

6
]＝

3

2
cos(α＋

π

6
)－

1

2
sin(α＋

π

6
)，求

得 cosα，sinα，cos2α，sin2α，利用此结果求 sin(2α＋
π

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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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相对于思路一，思路二可以说收获颇多．但还是有些不尽人
意，有谁能提供好一点的解法吗？步步紧逼，箭在弦上，学生的
思维被强烈点燃。 

思路三：利用已知角的三角函数值，来求另一个角的三角函

数值，应去观察角 α＋
π

6
、2α＋

π

3
是否存在某种关系．若能发

现 2α＋
π

3
是 α＋

π

6
的两倍，你会解答吗？学生跃跃欲试，利用

二倍角公式，好的解题方法呼之欲出． 

拉普拉斯曾说 “在数学里，发现问题的主要工具是归纳和
类比”.在中学数学的解题教学中，通过介绍归纳和类比等思维
方法，能启迪学生的解题思路,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培养学
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时也让学生意识到，正确审题，善于
观察和发现，可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五、变形式逐步引深，比解法不断创新 
例题的选择，应本着寻找好的切入点，循序渐进，以唤起学

生不同的想法，各抒已见，无论对错，都有利于激发同学们的学
习热情，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让他们养成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和
解决问题，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 

例 4（1）已知 P 是圆 x2＋y2＝4 上一个动点，A(1，0)为圆内
一点，Q 为 PA 的中点，求线段 PA 中点 Q 的轨迹方程． 

求动点的轨迹方程，就是求动点(x,y)中的 x、y 的一种相依关
系．面对两个动点的关系，学生易联想到相关点法，从而发表自
己的见解，易通过中点公式求得 P、Q 两点坐标的一种关系，较
轻松地求得 Q 点的轨迹．于是，在此基础上，将题变化为

（2）已知 P 是圆 x2＋y2＝4 上一个动点，A(1，0)为圆内一点，

Q 在线段 PA 上，且PQ
→

＝2QA
→

，求 Q 的轨迹方程． 

在学生观察相关点 P、Q 时，发现与（1）并无区别，这就
意味着解题的方向不变，那么，那方面发生了变化呢？学生不难
看到，坐标之间的关系不能再用中点公式来转化，从而猜想，探
求 P、Q 坐标之间的关系，其难度有可能加大，如此，既能看到
问题的相同点，又能看到问题的不同点，又能激发学生的探索热
情。此时，不妨再作一些解题方向上的变化． 

（3）已知 P 是圆 x2＋y2＝4 上一个动点，A(1，0)为圆内一点，
经过原点 O 作直线 PA 的垂线，垂足为 Q，求点 Q 的轨迹方程． 

此时的 Q 点依然随着点 P 运动而运动，可否继续应用相关
点法呢？学生的思维也会因此而展开，适当时指出向量的数量积
为零（或斜率的积为－1），此时，老师再将问题转化到核心处。 

（4）已知圆 x2＋y2＝4 上一定点 B(1，1)为圆内一点，P，Q
为圆上的动点． 若∠PBQ＝90°，求线段 PQ 中点的轨迹方程．  

有了上面的铺垫，面对问题，学生跃跃欲试，探讨中提出了
以下几种想法： 

法一：设 P(x1,y1), Q(x2,y2)，PQ 中点为 N（x,y） 
BP⊥BQ,BP

→
·QP

→
＝0，   (y1-1)(y2-1)+(x1-1)(x2-1)=0 ① 

点 N 是 PQ 中点，2x=x1+x2  ② 

2y=y1+y2  ③ 

P 在圆上， x +y =42 2
1 1

 ④ 

Q 在圆上， x +y =42 2
2 2

 ⑤ 

联立① ② ③④⑤，消去 x1,x2,y1,y2 即可得轨迹方程。 

法二：设 BP、BQ 方程，联立求得 P、Q 的坐标，再利用 P
在圆上，Q 在圆上，BP⊥BQ，这三个几何位置关系转化为方程，
联立消参即可得轨迹方程。 

法三：设 PQ 的中点为 N(x，y)，  
在 Rt△PBQ 中，|PN|＝|BN|，  
设 O 为坐标原点，连接 ON，则 ON⊥PQ，  
所以|OP|2＝|ON|2＋|PN|2＝|ON|2＋|BN|2，  
所以 x2＋y2＋(x－1)2＋(y－1)2＝4.  
故线段 PQ 中点的轨迹方程为 x2＋y2－x－y－1＝0.  
在解题过程，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尤为重要．让学生从中

体会到，通过猜想，可以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进而解决问题，
从而自觉地培养成这一重要的思维习惯。学生的这种积极乐观的
态度，可以方便自己梳理解题方法，理顺解题思路，积累解题经
验．寻找问题与问题之间的本质联系，将一些数学思想、数学方
法进行有效的整合，使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升到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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