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５E 教学模式下 “直线斜率与倾斜角 ”的教学设计

于莹莹  （扬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２２５００９）

1  引言
５E教学模式是 １９８９ 年美国生物学研究会

（BSCS）在Atkin-Karplus学习环教学模式的三个
环节“初步探究 （exploration）”“概念引入 （term
introduction）”和“概念应用（concept application）”
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提出的基于建构主义和概
念转变的教学理论 ．该理论包括五个阶段 ，分别是
激活 （Engagement） ，探究 （Exploration） ，解释
（Explanation） ， 精 致 （Elaboration） ， 评 价
（Evaluation） ．５E教学模式重视学生对知识的亲
身探究过程和知识建构过程 ，强调先前的知识经
验对当前学习的作用 ．之后有许多研究表明 ，该教
学模式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学习兴趣和热情 、探
究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潜力等多维度多方面相对于
传统教学模式都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响［１］［２］

．

我国 ２０１７年新课程标准提出应锻炼学生独
立思考 、合作交流的能力 ，以及在实践中把握数学
知识的本质［３］

．在核心素养成为培养人才的指路
标的背景下 ，５E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数学能力和
情感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２］

．现有的一些教学设
计虽采用问题驱动教学法 ，但实际上并没有将探
究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许多问题的提出实质上含
有强行灌输的意味 ，无法很好地培养学生的数学
思维能力 ．数学概念的形成也不够自然 ，学生很难
理解概念定义的必要性 ．５E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
自主建构与探究 ，本文将以人教 A 版教材中“直
线的倾斜角与斜率”一节概念课为素材 ，以 ５E教
学模式为框架进行教学设计 ，为我国概念教学方
式的多样性添砖加瓦 ，提供一种新的具体课题教
学的可行方案 ．

2  总体教学分析
2 ．1  教材分析

从结构上看 ，“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一节位
于人教 A 版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的第二章第一节 ，

在此之前是立体几何与空间向量的内容 ，本章的
内容开启了一个新的几何学分支 ——— 解析几
何［４］

，而本节是解析几何的第一节 ，为整个高中阶
段解析几何的学习奠定了思想基础 ，初步渗透了
坐标法等解析几何基本方法和思路［５］

．课程标准
中对本节的目标要求是 ：在直角坐标系中能探索

出确定直线位置的要素 ；理解直线与倾斜角的概
念 ，经历定义探究过程 ，掌握斜率计算公式 ；能根
据斜率判断平面内两直线位置关系［３］

．从内容上
看 ，本节知识本质为用直线“倾斜角”和“斜率”刻
画直线的倾斜程度 ，二者以坐标法为工具 ，蕴含了
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方法 ．

2 ．2  学情分析
在本节课之前 ，学生从未接触过解析几何的

思想 ，但是对于“倾斜角”这一概念 ，学生并不陌
生 ，初中阶段学习锐角三角函数正切值时曾接触
过坡面陡峭程度等实际生活情境 ，也经历过用坡
角的正切值描述坡面的倾斜程度 ，因此学生对本
节的倾斜角以及斜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的接受是
自然的 ．但是对学生来说时刻把握探究目的是比
较困难的 ，需要教师“搭把手” ．而且 ，学生会很容
易将直线斜率与他们初中学习的一次函数自变量
系数混淆 ，这会干扰他们对斜率概念本质的理解 ．

2 ．3  教学目标及其重难点
根据课程标准以及上述教材分析 ，确定教学

目标如下 ：（１）经历用数（斜率）表示形（倾斜角）

的过程 ，掌握利用两点坐标计算所在直线斜率的
方法 ．（２）理解并掌握倾斜角和斜率的定义 ，会利
用特殊位置关系的直线斜率间的关系解决问题 ．

（３）在探究过程中体会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 ，培
养探究精神和实践能力 ．

教学重点  （１）体会用代数表示几何图形的
过程方法 ．（２）理解并掌握倾斜角与斜率的关系 ，

以及利用两点坐标计算所在直线斜率的公式 ．

教学难点  （１）把握本节课的大方向 ，即用
代数表示直线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位置 ．

（２）利用坐标法推导斜率公式的探究过程 ．

3  结合 5E教学模式进行具体环节的设计
3 ．1  激活

这一阶段要求教师创设情境或提出问题 ，唤
醒学生的先前知识经验或产生认知冲突 ，激发学
生的求知欲或使学生积极思考 ．教师从这一环节
可以明确学生的认知基础 ．

激活问题 １  你知道地球以一定速度公转的
周期是多久吗 ？地球公转的轨迹是什么形状 ？公
转周期是如何计算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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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生成  学生想到计算椭圆的周长 ．

教师总结提出将地球公转的轨迹放到平面直
角坐标系中进行计算得到椭圆周长的计算公式 ．

这种方法将几何图形与代数巧妙地联系到一起 ，

中和了几何图形难以证明和代数缺少几何直观的
缺点 ．这就是本章要学习的知识 ，即将几何与代数
联系起来 ．本节课将从最简单的几何图形 ——— 直
线开始探索学习 ．

激活问题 ２  如何在平面内确定一条直线的
位置 ？如何确定地描述这个位置 ？

预设生成  学生的回答总结下来有两种 ：（１）确
定平面内的两点 ；（２）确定一点以及直线的方向 ．

设计意图  激活问题 １ 从贴近学生的认识

入手 ，能激起学生强烈的思索欲和求知欲 ，起到激

活的效果 ．同时本节是起始节 ，承担着整个解析几

何模块的思想方法开端 ，以上问题可以起到有效

的引领作用 ．激活问题 ２进入主题 ，明确本节课的

探究方向（在平面内确定直线位置） ．问题的提出

或情境的创设紧扣教学主题 ，使学生有认知层面

的思考 ，而不仅仅是激发好奇心 ．

3 ．2  探究
５E教学模式中探究的含义是 ，根据本节课的

探究课题 ，教师在提供探究素材的基础上 ，给予学
生充分的自由独立思考 ，合作交流 ，解决问题 ．

 图 １

探究问题 １  图 １

中各直线位置不同 ，是
什么导致了他们的位
置不同 ？

预设生成  学生
说出直线的倾斜程度
不同或方向不同导致
了这种现象 ．

探究问题 ２  哪条直线的倾斜程度更大 ？

预设生成  经过小组讨论和组际交流 ，确定
倾斜角的简单含义界定 ，即直线向上的方向与
x 轴正半轴所成角 ．

探究问题３  回到激活问题 ２ ，为了能描述平
面内一条通过任意两点的直线位置 ，需要做什
么 ？定义了倾斜角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需要怎么
做才能达到目的 ？ （备选提问方式 ：确定任意一条
直线位置这个问题就转化成怎样的问题 ？怎样解
决这个问题 ？ ）

预设生成  大部分学生通过思考和合作交
流可以明白下一步应该求解任意一条直线的倾斜
角 ．（备选提示 ：若学生对直接求任意两点所在直
线的倾斜角有困难 ．教师提示如下 ：由点 A （ － １ ，

０） ，B（１ ，２）确定的直线的倾斜角如何求解 ？渗透
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思想 ．）

经教师适当点拨 ，学生推导出经过平面内任
意两点 A （x １ ，y１ ） ，B（x ２ ，y２ ） 的直线的倾斜角

α ＝ arctan y２ － y１

x ２ － x １

．

设计意图  在教师的启发下学生意识到定

义并求解倾斜角的必要性 ．在探究阶段 ，５E 模式
指出教师的辅助作用体现在把控探究方向上 ，做

一个观察者 ，而主体探究思路的展开完全是由学

生通过思考与交流确定的 ．这正是该模式的精髓 ：

引导有度 ，让学生在正确的方向上最大程度地主

动建构知识 ，从根本上培养学生对问题的发现和

解决的数学能力 ．

3 ．3  解释
在“解释”阶段 ，５E教学模式要求学生自主对

上一阶段探究的原因 、过程及结果进行梳理 ，并形
成相对工整严谨的解释 ；然后由教师在此基础上
给出新概念或其他知识 ，用数学的语言规范探究
的结论 ，进一步将探究明确化 ．

解释问题 １  以上探究的目的 、过程和结果
分别是什么 ？

解释问题 ２  你能对探究过程中涉及的概念
或公式等进行系统的总结吗 ？

解释问题 ３  倾斜角公式对所有的任意两点
均成立吗 ？从公式来看要注意什么 ？

预设生成  （１）学生明确倾斜角定义 ：x 轴
正向与直线向上方向之间所成的角 α叫做直线的
倾斜角 ，０° ≤ α ＜ １８０° ．

（２）倾斜角公式要注意分母不为 ０ ，即当倾斜
角为直角时（直线与 y 轴平行）不能使用公式 ．学
生继而会讨论当直线与 x 轴平行时的情况 ．

教师将倾斜角公式变形 ，得到 tan α ＝

y２ － y１

x ２ － x １

，给出直线斜率的定义 ：一般地 ，经过平

面内任意两点 A （x １ ，y１ ） ，B（x ２ ，y２ ）的直线倾斜
角的正切值公式如上 ，倾斜角的正切值我们把它

称为斜率 ，用 k表示 ，即 k ＝ tan α ＝
y２ － y１

x ２ － x １

（x １ ≠

x ２ ） ，倾斜角为 ９０°时斜率不存在 ．

解释问题 ４  你能从 tan α 的角度解释直线
的倾斜角的变化规律吗 ？

设计意图  这一教学环节让学生首先自己

梳理探究的结果 ，把握探究过程 ，教师需要做的是

完善学生对概念的解释 ，并进行适当的补充和深

化 ．这正是如今许多教学设计忽视的一点 ，教师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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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直接生成概念 ，然后作变式理解 ，并没有给学生

一个完整的建构过程 ，这是采用５E教学模式在解
释阶段需要注意的 ．

3 ．4  精致
类似于“迁移” ，精致阶段要求教师给学生提

供新的情境 ，让他们利用刚刚学习的新知识解释
问题 ，将新情境与知识建立起联系 ，从而加深对知
识的理解和感悟 ．

 图 ２

精致问题 １  已知
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四
条直线位置如图 ２ 所
示 ，在横轴下方从左至
右分别为 l１ ，l２ ，l３ ，l４ ，

设它们的倾斜角分别

为 θ１ ，θ２ ，θ３ ，θ４ ，斜率分别为 k１ ，k２ ，k３ ，k４ ，分别
将倾斜角和斜率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由此你
能总结出什么规律 ？

精致问题 ２  平面内任意两条不重合的平行
直线 l１ ，l２ ，它们的斜率 k１ ，k２ 之间有什么关系 ？

反过来成立吗 ？你还能想到类似的问题吗 ？

预设生成  学生会利用倾斜角相等求解斜
率关系 ，但是会忘记讨论斜率不存在的情况 ；对于
本问题 ，自然想到求解两直线相互垂直时斜率的
关系 ．证明垂直时的方法有很多 ，如向量法 、坐标
法等 ，要注意对每种方法都给予肯定 ．

设计意图  在本阶段 ，重点是要深化学生对

概念的理解 ，而不仅仅是巩固解释阶段生成的概

念 ，教师要注意前后两环节的层次性 ，避免只呈现

概念的简单应用问题 ．

3 ．5  评价
“评价”一方面指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过程和

结果进行把握 ，判断是否达到了教学目标 ，并反馈
给学生 ；另一方面更强调学生自评 ，即对自己在知
识 、情感等多方面进行评价 ．评价应该贯穿于整个
教学过程 ．

评价活动 １  教师呈现有层次的练习题 ．

评价活动 ２  自我思考和小组交流 ．对你来
说 ，本节课的探究最关键的一步在哪里 ？你学到
了哪些方法或者思想 ？ 从本节课的探究活动来
看 ，对于一个问题的探究或深层次讨论 ，你认为可
以从哪些地方入手 ？可以举例说明 ．

评价活动 ３  你还记得本节课的目标吗 ？我
们完成了什么 ？距离目标还有多远 ？下节课我们
应该做什么 ？

设计意图  本环节使学生从宏观的思路思想

上以及微观的方法步骤上两个方向总结思考 ，深化

认识 ．并且进一步明确研究思路 ，为下节课探究直

线方程做铺垫 ．在评价阶段 ，应鼓励学生充分参与

评价 ，教师可以通过主体和形式多样的评价充分了

解学生本节课的学习成果 ，对学生自身也是总结和

反思的过程 ，这是传统教学模式不具备的特点 ．

4  反思总结
“直线的倾斜角与斜率”是起始课 ，学生对知

识及方法的陌生使得在应用 ５E 教学模式时需要
更多的脚手架 ，要结合学情对该模式进行适当的
变化 ，立足于促进学生探究能力的发展 ．激活是前
提 ，探究是主体 ，解释是重点 ，精致是深化 ，评价是
升华 ．在上述设计中 ，精确把握了每个环节的实质
要求及对应的学生的认知水平 ，注重 ５E教学模式
的系统性和层次性 ；而且严格避免了“除了用倾斜
角外能否用一个数字来表示直线的倾斜程度 ？ ”

这种带有明显指向性且刻板的话语 ，时刻遵循自然
理念进行设计 ．在实际应用 ５E教学模式进行教学
设计时 ，可以在保证大步骤不变的情况下 ，在各个
小环节的活动中灵活采用微型 ５E教学 ，如评价和
解释可以贯穿于每个教学活动之中来加强学生对
探究的认识［６］

．本设计的精致阶段 ，隐含着对具有
特殊位置关系直线的斜率关系的解释总结等 ．

５E教学模式的核心阶段是“探究” ，教学主体
过程和重点也是在“探究” ，它对探究的要求不仅
仅是传统探究教学中的设置好探究活动 ，让学生
在探究中进行知识的同化和顺应 ，更重要的是教
会学生如何探究 ，培养独立探究能力 ．保证学生时
刻把握探究思路 ，做主动的探究者这一理念贯穿
始终 ．教师的作用是为学生提供适合探究的情境
和条件 ，把握恰当的时机对学生加以引导 ，要在连
续的教学过程中先教给学生通常进行探究的思路
和步骤 ，慢慢撤掉为学生搭建的脚手架 ，直至学生
具备独立探究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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