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５年５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５
Ｍａｙ．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８

重视教材例习题处理 培养学生思维品质 ①

林永晖
（福建永春县教育局，福建 泉州３６２６００）

摘　要：例、习题的教学是整个数学教学活动的重要部分。在教学过程中重视课本例、习题的剖析教学，对典型的例

题、习题进行适当的变式与延伸，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解题思路，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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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中的例、习题体现课标要求，蕴寓知识要点，深遂而经典，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在课堂教学

中，教师若能对教材中典型的例、习题进行适当的变式与延伸，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解

题思路，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本文结合自己多年来的教学实践，从例、习题的教学中，如何

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独创性、深刻性、系统性、灵活性等方面谈几点看法。

１　创设问题情境，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
创设良好的问题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问题情境中主

动思考和探究［１］。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大胆猜想并提出问题，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求知欲驱使下，完成

问题的解决过程，达到培养学生思维广阔性的目的。

例１：解下列方程组

（１）
２ｘ＋３ｙ＝４
５ｘ＋６ｙ＝{ ７

　　（２）
２ｘ＋３ｙ＝４
３ｘ＋５ｙ＝{ ７

　　（３）
ｘ＋３ｙ＝５
２ｘ＋５ｙ＝{ ８

　这３个方程的解都是
ｘ＝－１{ｙ＝２

第一，凭直觉猜测：各方程组中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仔细观察以上各个方程的未知数系数及常数项

的关系：

形如
ａ１ｘ＋ｂ１ｙ＝ｃ１，

ａ２ｘ＋ｂ２ｙ＝ｃ２
{

，
　（其中ｂ１－ａ１ ＝ｃ１－ｂ１，ｂ２－ａ２ ＝ｃ２－ｂ２，ａ１ｂ２≠ａ２ｂ１）

方程组的解都是
ｘ＝－１
ｙ＝{ ２

　（证明略）。

第二，启发学生作逆向猜测：

可以证明，逆命题也成立。

再进一步，作发散性猜想：

是否还存在某一类方程组，它们也具有一个相同的解呢？（或它们的解带有某种规律），于是将学

生思维导入“实验（观察、分析）
!

猜想
!

证明”这一重要的思考问题的方法上，及时拓展学生思维层面，

促进学生创造性的思维。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０３
作者简介：林永晖（１９６４－），男，福建永春人，中学一级，主要从事教育管理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现将学生得出的猜测举例如下：

猜测１　形如
ａ１ｘ＋ｂ１ｙ＝ｃ１，

ａ２ｘ＋ｂ２ｙ＝ｃ２
{

，
　其中ｃ１－ｂ１ ＝２（ｂ１－ａ１），ｃ２－ｂ２ ＝２（ｂ２－ａ２），ａ１ｂ２≠ ａ２ｂ１

方程组的解都是　
ｘ＝－２
ｙ＝{ ３

　 （证明略）。

猜测２　形如
ａ１ｘ＋ｂ１ｙ＝ｃ１，

ａ２ｘ＋ｂ２ｙ＝ｃ２
{

，
　（其中ａ１＋ｂ１ ＝ｎｃ１，ａ２＋ｂ２ ＝ｎｃ２，ａ１ｂ２≠ａ２ｂ１，ｎ≠０）

方程组的解都是　
ｘ＝１ｎ

ｙ＝１{
ｎ

　（证明略）。

思维的广阔性是思维品质的一部分。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必须有丰富的广阔知识面，善于从多

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去思考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学中应注意发挥横向思维的作用，并适时的

进行归纳总结。广阔的知识面和娴熟的演绎推理及归纳总结能力是提高思维的广阔性的关键。

２　探究合作互动，培养学生思维的独创性
探究合作互动是在创设教学情境的基础上，重视探究问题的提出，让学生主动参与探究的过程。这

就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在教学过程中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让学生有自主学习的

时间和空间，提高学生的独创能力。

例２：已知Ｐ为正方形ＡＢＣＤ内一点，且∠ＰＣＤ＝∠ＰＤＣ＝１５°，求证：△ＰＡＢ是一个正三角形。
这是一道典型的习题，证法很多，如果我们巧妙地利用一个十分简单的结论：１周角等于３６００来证，

则其证法非常简洁，令人耳目一新。

证：显然△ＰＡＤ△ＰＢＣ　所以ＰＡ＝ＰＢ。假设ＡＢ＞ＰＡ，则∠ＡＰＢ＞∠ＰＢＡ＝∠ＰＡＢ，于是∠ＡＰＢ＞
６００，而∠ＡＰＤ＝∠ＢＰＣ＞∠ＢＣＰ＝９０°－１５°＝７５°，所以∠ＡＰＢ＋∠ＡＰＤ＋∠ＢＰＣ＋∠ＣＰＤ＞６０°＋７５°＋
７５°＋１５０°＝３６０°，与一周角等于３６０°矛盾，所以ＡＢ＞ＰＡ不可能，同理ＡＢ＜ＰＡ也不可能，因此只能有
ＡＢ＝ＰＡ＝ＰＢ，故△ＰＡＢ是正三角形。

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帮助学生多方位观察，积极思考，鼓励独立探索和敢于创新的精神，对于学生的

新观点和精神给予积极的肯定和鼓励，保持教师对学生的期待感，顺应学生的成功心理，克服怯懦，大胆

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培养学生敢于创新的自信心，从而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蕴含着的无限创造力。

３　克服思维定势，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思维定势是指人们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习惯性思维方法，它对新知识的学习具有积

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可使学生用已形成的固定思路和习惯考虑问题，用固定了的方法

解决问题，造成解题思路受阻、解题过程繁杂。因此在平常的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能力，帮助学生摆脱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

例３：求证不论ａ取什么实数，关于ｘ的方程ｘ２－（ａ２＋ａ）ｘ＋ａ－２＝０必有２个不相等的实根。
按常规解法，先计算判别式△，然后根据△的符号再得出结论。

△ ＝（ａ２＋ａ）２－４（ａ－２）＝ａ４＋２ａ３＋ａ２－４ａ＋８
发现它是一个关于ａ的四次多项式。由于学生思路受“判别式定势”的影响，当求出△时，一时难以

判定它的符号，从而解题陷入困境。

倘若我们改变一下思维方法，构造二次函数ｆ（ｘ）＝ｘ２－（ａ２＋ａ）ｘ＋ａ－２，要证明原命题成立，只

６２



第５期 林永晖：重视教材例习题处理 培养学生思维品质

需证明这个二次函数图象与ｘ轴有２个不同的交点，由于它的开口向上，因此只要找到一个ｘ的值使得ｙ
＜０，那么问题就解决了。
不难发现，当ｘ＝１时ｆ（１）＝１２－（ａ２＋ａ）＋ａ－２＝－ａ２－１＜０　　图象与ｘ轴必须有２个

不同的交点，故原命题成立。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消除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引导学生灵活运用知识，挖掘习题的隐含条

件，通过变换思考角度，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４　重视总结提高，培养学生思维的系统性
数学学科有着严谨的体系和完整的系统，知识间前后照应，密切相联。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遵循

系统性原则，掌握好教学内容体系，通过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知识传授，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例４：已知Ｏ是平行四边形ＡＢＣＤ内的任意一点。求证：ＳΔＡＯＢ ＋ＳΔＤＯＣ ＝ＳΔＡＯＤ ＋ＳΔＢＯＣ
以下是这一题型的归类：

５　通过多解变形，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一题多解，是从不同角度进行探究得到不同的解题思路，它有利于拓宽学生的解题思路，提高学生

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题多变，是对于课本的例、习题，或保持已知条件不变，探索是否能得

出更深刻的结论，或在原题的基础上适当改变条件、结论，探索是否能得出更一般性的结论。在对变式

题的求解的教学中，面对由多种变式变换得来的新题，学生必须分析一些情境的特点，找出已知和未知

的联系，或联想，或类比，或推广，重新组织已知的规则，形成新的高级规则，尝试解决新的问题，通过多

解变形，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２］。

例５：已知ａ≥０，ｂ≥０，且ａ＋ｂ＝１，求ａ２＋ｂ２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解法一：（函数思想）

由ａ＋ｂ＝１得ｂ＝１－ａ，则

ａ２＋ｂ２ ＝ａ２＋（１－ａ）２ ＝２（ａ－１２）
２＋１２

因为ａ≥０，根据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可得

当ａ＝１２时，ａ
２＋ｂ２的最小值为 １２；

当ａ＝１或ａ＝０时，ａ２＋ｂ２的最大值为１。
解法二：（运用基本不等式）

７２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因为ａ≥０，ｂ≥０，ａ＋ｂ＝１，

所以４ａｂ≤（ａ＋ｂ）２ ＝１　∴０≤ａｂ≤ １４
ａ２＋ｂ２ ＝（ａ＋ｂ）２－２ａｂ＝１－２ａｂ

所以，当ａｂ＝０时，ａ２＋ｂ２的最大值为１；当ａｂ＝１４时，ａ
２＋ｂ２的最小值为１２

解法三：（对称换元思想）

因为，ａ≥０，ｂ≥０，且ａ＋ｂ＝１，可设

ａ＝１２＋ｃ，ｂ＝
１
２－ｃ　 其中 －

１
２≤ｃ≤

１
２

化简可得ａ２＋ｂ２ ＝１２＋２ｃ
２其中０≤ｃ２≤ １４

所以，当ｃ２ ＝０时，ａ２＋ｂ２取最小值１２；当ｃ
２ ＝１４时，ａ

２＋ｂ２取最大值１。

解法四：（数形结合思想）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ｘｏｙ中，设ａ２＋ｂ２ ＝ｒ２（ｒ＞０），
问题转化为当ｒ满足什么条件时，⊙Ｏ与线段ＡＢ有公共点
因为ａ≥０，ｂ≥０，且ａ＋ｂ＝１，
所以 当⊙Ｏ过Ａ、Ｂ时，ａ２＋ｂ２取最大值１

当⊙Ｏ与线段ＡＢ相切时，ａ２＋ｂ２取最小值１２。

解法五：（解析几何思想）

设Ａ（１，０）、Ｂ（０，１）线段ＡＢ上的动点Ｃ（ａ，ｂ）

Ｍ ＝ ａ２＋ｂ槡
２，则Ｍ为动点Ｃ（ａ，ｂ）到原点Ｏ的距离，

因为ａ≥０，ｂ≥０，且ａ＋ｂ＝１，
所以　当点Ｃ与线段ＡＢ的端点重合时，ａ２＋ｂ２取最大值１

当ＡＢ⊥ＯＣ时，ａ２＋ｂ２取最小值１２
下面是对本题的变式和推广：

变式１：已知ａ、ｂ为非负数，Ｍ ＝ａ４＋ｂ４，ａ＋ｂ＝１，求Ｍ的最值。
变式２：已知ａ、ｂ≥０且ａ＋ｂ＝１，能求ａ８＋ｂ８的取值范围吗？ａ６＋ｂ６呢？

ａ７＋ｂ７的范围能求吗？

变式３：若ａ、ｂ≥０且ａ＋ｂ＝１，能求得 １
２ｎ－１≤ａ

ｎ＋ｂｎ≤１的结论吗？

对课本例、习题的巧妙变式，及对课本例、习题的一题多解和一题多变训练，可以培养学生多角度、

多层次地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解题能力，同时也能有效的防止题海战术。

综上所述，教师应注重挖掘例、习题内涵，对课本典型例、习题的进行变形处理，帮助学生构建知识

网络，加强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促进其良好思维品质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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