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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问题驱动 发展核心素养
——“空间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教学实录与反思

桑娅洁(江苏省徐州高级中学221003)

1 基本情况

在2021年徐州市教学优质课评比中，笔者执教

了“空问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一课，得到了评委的

认可与好评，获得高中数学学科组一等奖．本文将这

节课的实录与反思整理如下，与大家交流．

1．1 授课对象

学生来自江苏省四星级高中普通班，数学基础

总体较好，具备一定的数学抽象、逻辑推理、直观想

象等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1．2教材分析

本节课是高中数学必修2(苏教版)第13章中

“空间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第一课时．在此之前，

学生对基本立体图形有了直观的认识，了解了平面

的概念和基本性质，能用符号语言描述空问点、直

线、平面之问的位置关系，学习了用图形、文字、符号

三种语言描述三个基本事实，为本节课的学习奠定

了基础．学生在初中已经学习过平行四边形的对边、

三角形中位线与底边等平行关系，本节课是对平面

内直线与直线的平行关系的深化与拓展，也为后续

线面平行、面面平行以及各种角的学习打下基础．

教学目标 (1)了解空间两条直线的位置关

系；(2)理解并掌握基本事实4与等角定理；(3)提升

学生的直观想象、逻辑推理、数学抽象等数学学科核

心素养．

教学重点 基本事实4与等角定理．

教学难点 等角定理的证明与应用．

2 教学过程

2．1 创设情境，直观感受

师：前面我们学习了基本立体图形，这些空间图

形中蕴含着丰富的点、线、面的位置关系，今天我们

一起来研究空间中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

师：初中时我们学习了平面几何．在平面内，两

条直线的位置关系有哪些?

生：平行、相交．

师：公共点的个数如何?

生：平行直线没有公共点，相交直线有且只有一

个公共点．

问题1 在空间中，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又有

哪此?

师：我们来看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出示图1)．

吲1

师：从图形中抽象出的这两条直线是平行直线

还是相交直线?

生：既不平行也不相交．

师：有没有公共点?

生：没有．

师：是否存在一个平面，使得这两条直线同时在

这个平面内?

生：不存在．

师：确实，这两条直线不同在任何一个平面内．

像这样的两条直线，咱们教室里有吗?

生：电灯和黑板上沿所在直线．

师：你能用手中的笔摆出这样的两条直线吗?

(请一个学生示范)

师：像这样，不同在任何一个平面内的两条直线

称为异面直线．

面的有哪些? A B

生：BC，B1C1，CD，C1D1． 图2

师：可见，空问中两条直

线的位置关系除了平行、相交，还有异面．其中，平行

直线和相交直线是共面的，异面直线是不共面的；如

果按公共点个数来划分，有且只有一个公共点的两

直线相交，没有公共点的两直线平行或异面．

师：我们将在下节课进一步学习异面直线，今天

我们将对平行直线进行深入研究．

设计意图 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出发，经

画象长内h撇咪朋觚室挪p与教趵正tJ呈图点料～一一一篱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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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由平面推广到空间的过程．创设学生感兴趣的生

活情境，抽象出数学问题，帮助学生直观感知异面直

线与平行直线、相交直线的不同，体会生活无处不数

学．最终过渡到本节课的主线——长方体，为下面

的学习作好铺垫．

2．2 循序渐进，螺旋上升

问题2 在长方体ABCD-A。B。C。D，的12条

棱所在直线中，与AA。平行的有哪些?

生：BBl，CCl，DDl．

师：为什么AA。／／CC。?

生：因为A4。／／BB-，BB。／／∞，，所以A4。／／∞。．
师：在平面内平行是具有传递性的，在空间中这

个性质依然成立．

(PPT展示基本事实4：平行于同一条直线的两

条直线平行．)

师：你能用符号语言描述这一基本事实吗?

生：?／／b}≥a／／。．
0}I C j

问题3 经过直线外一点，有几条直线和这条

直线平行?

生：平行．连结AC，因 图3

为EF是AABC的中位线，所以EF／／AC．又因为

AC／／A。C，，根据基本事实4，EF∥A。c，．

师：在立体几何的证明中，每一个结论都应有定

义、定理、基本事实的支持，那么AC／／A，C，的依据

是什么?

生：因为在长方体ABCD-A。B，C。D，中，

AA。／／BB，，BB，／／CC，，所以AA。／／CC，，所以四

边形A，ACC，是平行四边形，所以AC／／A。C，．

师：很好!(板书此题证明的规范过程)

设计意图 问题2的设置在引出基本事实4的

同时，也为问题4中AC∥A，C，这一难点的解决埋

下了伏笔．问题3和问题4都是基本事实4的应用，

平面内常借助三角形中位线和平行四边形对边证明

两直线平行，而基本事实4为证明空间中两直线平

行提供了理论依据．学生初学立体几何的证明，在教

学中一定要指导学生用规范严谨的数学语言进行

表述．

问题5 如图4，在长方体ABCD-A。B。C。D。中，

已证AC／／A。C。，又AB／／A。B。，问：么BAC与

么B。A，c。是否相等?为什么?

生：可以先证明△ABC

与△A。B，C，全等．因为在长

方体ABCD-A，B。C。D。中，

AB—AlBl，BC—B1C1，之

前证明过AC—A。C。，所以

AABC与△A。B，c。全等，

所以么BAC一么B，A，C，．

问题6 如图5，在空

问中，如果么BAC和

么B，A，C。的边AB∥

A，B。，AC∥A，C。，并且方

向相同． 问：么BAC与

D1 CI

C

么B，A，C。是否相等?为什么?

师：这里“方向相同”是指以射线的视角看待角

的两边，射线AB与A，B。方向相同，射线AC与

A。C。方向也相同．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探讨一

下这个问题．

(学生分组探究，写出证明过程，由一位学生代

表展示讲解．)

问题7 在空问中，如果么BAC和么B，A。C。

的边AB／／A，B。，AC／／A，C。，那么么BAC与

么B，A，C。之问有何关系?

生：相等或互补．如果两个角的两边方向相同或

方向相反，这两个角相等；如果一组对应边方向相

同，另一组对应边方向相反，这两个角互补．

师：可见，要想证明空间中两个角相等，除了两

组平行关系，“方向相同”这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PPT展示定理内容：如果空间中一个角的两边

和另一个角的两边分别平行并且方向相同，那么这

两个角相等．)

该定理保证了空问的角在平移后大小不变．

设计意图 等角定理的探究与证明是本节课

的难点，证明定理的关键是引导学生构造两个全等

三角形，将空间问题转化为平面问题．问题5的设置

为等角定理的探究与证明作了铺垫．在学生已有的

知识储备基础上，遵循“最近发展区原理”；问题6对

一般性结论进行探究，让学生经历从特殊到一般、层

层深入的过程，在合作中体会问题解决的乐趣．

2．3 巩固提升，思悟数学

数学运用：如图6，在

长方体ABCD A。B。C。D，A

中，已知E。，E分别为棱

A，D。，AD的中点．求证：

么C1ElBl一么CEB． A

(学生练习)

B

图6

师：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在知识内容、方法能力

等方面，你有怎样的收获或体会?

曰

曰

4

，一 曰卧z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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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课堂交流 提升思维活力
——以一道对数试题的教学为例

於有海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文昌校区 211800)

数学是思维的科学口]．数学课堂，关键是引导学

生思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要让学生经历数学探

究的过程，积累基本活动经验．当前，数学教学的症

结在于教师要么只是“讲给学生听”“做给学生看”，

要么“一步一提示”地牵着学生走，而没有真正放手

“让学生去做”“让学生去说”“让学生去想”．这样只

会导致学生“一听就知道，一做就不会”，显然不符合

现代教育理念，也不利于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怎

样的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才能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才能让课堂充满活力，才能让数学课堂充满生命

力?本文结合2020年山东省新高考模拟卷中一道

试题的课堂教学，对以上问题做一些研究．

1 教学片断

(学生先在小组内交流，再由代表发言．)

师：本节课我们以长方体为载体，通过直观感

受，了解到空问两条直线有三种位置关系，并对平行

直线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事实4将两直线平行问

题从空间转化为平面，降三维为二维；等角定理为我

们后续研究各种角提供了理论支持．在证明中，我们

进一步感受到数学的逻辑性和严谨性，希望同学们

在今后的学习中，能用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领略更

多的数学之美．

设计意图 练习是对基本事实4和等角定理的

应用，教师挑选有代表性的解答进行展示，可以是严

谨规范的，起到示范作用，也可以是有典型问题的，

请学生一起修改完善．课堂小结是课堂教学中的重

要一环，通过课堂小结指导学生找到知识的精华所

在，把相关知识融会贯通，形成知识网络结构；引导

学生回顾学习探究的历程，领悟重要的思想方法和

学习方法，总结数学学习的经验；培养学生反思、概

括、表达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

3 回顾与反思

3．1 以长方体为载体，明暗线交织

立体几何是研究三维空间中物体的形状、大小

和位置关系的一门数学学科，学习立体几何对我们

认识、理解现实世界，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

意义．直观感知、操作确认、思辩论证、度量计算，是

我们探索和认识空间图形及其性质、建立空间观念

的主要方法．长方体作为立体几何中的基本几何体，

1．1 案例呈现

课上教师给出一道题目，通过学生的分析、探

究、解答来复习对数式大小比较问题的基本知识、基

本技能和基本思想方法，为学生解决“幂指对”这一

类数学问题提供和积累数学基本活动经验．

例 若a>b>C>1，且ac<62，则( )

A．109a b>l096 c>log。a

B．1090 b>109b a>loga C

C 109b C>log。b>logo a

D-logb a>log。b>log。C

生1：我先来“抛砖引玉”(学生笑)．解决这个问

题并不难，只需要取以一4，b一3，c一2代人验证，可

知选项B正确．(教师微笑肯定)

是研究线线关系、线面关系、面面关系的重要载体．

本节课借助长方体模型，以明暗两条线贯穿始终．明

线即知识的自然生成过程：空问两条直线的位置关

系一基本事实4一等角定理；暗线即直观想象、数学

抽象、逻辑推理等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两条主线共

同决定了课堂教学活动的方向和效果．

3．2 用问题推进教学，螺旋式上升

问题是数学的心脏，是数学思想的源泉，是数学

思维的动力．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指出：“教学过

程是一种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持续不断的活动．”

本节课根据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设置了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的7个问题，利用问题驱动，吸引学生主动

思考，引导学生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象、发现问题，使

用恰当的数学语言描述问题，用数学的思想方法解决

问题．在数学问题的发现、分析和解决过程中构建完

整的知识体系，深化理解所学内容，发展数学思维．

3．3 重视教更重视学，促素养提升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指出，普

通高中的培养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着

力发展核心素养，使学生具有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

感，具有科学文化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具有自主发

展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不断

探索和创新教学方式，不仅重视如何教，更要重视如

何学．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

交流，促进学生会学数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

升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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