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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为本 ，构建有效的高中数学课堂
● 江苏省连云港市城头高级中学  臧秀程

新课改风向标下 ，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行 ，每个学

科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高中数学教学同样也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教师的教学观念和学生的学习

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变革 ，但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缺失

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 ，数学较为抽象 ，

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 ，所以 ，教师需要让学

生高效利用课堂教学时间进行有效学习 ，全面提升数

学学习效率 .那么如何构建高中数学有效课堂呢 ？下

面笔者结合具体案例 ，谈一谈构建有效课堂的策略 ，

以期对一线教师的高中数学教学有所帮助 ，让高中数

学课堂教学走向有效 .

一 、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是构建有效课
堂的基础

了解学生是有效教学的前提 ，只有做到了解学

生 ，才能真正把握教学起点 ，设计清晰明确的教学方

向 ，制定切合实际的教学目标 ，准确选择合理的教学

策略 ，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过程 .课堂教学中 ，如何才

算了解学生 ？ 笔者认为 ，不仅需了解学生的知识基

础 ，还需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学习态度等 ，这才是

制定切合实际教学目标的关键 .所以 ，教师在深入钻

研教材 ，理解知识本质的基础上 ，需做到真正了解学

生 ，制定出符合教学实际需要的教学目标 ，这是有效

教学的第一步 .这样 ，才能让教师在每一个教学环节

中游刃有余地实施教学 .

图 1

案例 1 ：如图 1 ，已知点 M

在椭圆
x2

a2 ＋
y2

b2 ＝ 1（a ＞ b ＞ 0）

上 ，且 M 到左焦点的距离是其
到右焦点距离的 2倍 ，试求出 e
的最小值 .

分析 ：深入分析不难得出 ，本题不仅可以通过常

规方法解决 ，也可以利用第二定义来解决 .当然 ，第二

定义具有一定的难度 ，若想学生有所领悟 ，需适时进

行延伸拓展 .因此 ，在本题的教学中 ，可以将临界法作

为基础性目标 ，力求人人都会 ；第二定义则可以视为

提升性目标 ，为学有余力的学生及时“补充能量” ，这

样一来 ，就可以让每个学生“跳一跳 ，摘果子” .

学生经过思考后 ，得出以下两种解法 ：

解法 1 ：（临界法）取 M ，A 两点重合时的情况 ：据

题意 MF1 ＝ 2AA' ，可得 a ＋ c ＝ 2 a2
c － a ，化简后 ，可

得
c
a

2

＋ 3 ·
c
a － 2 ＝ 0 ，解得最小值 e ＝

c
a ＝

－ 3 ＋ 17

2
.（注 ：在出现多解现象时 ，需逐一验证）

解法2 ：（第二定义）据椭圆第二定义 ，可得 MF1 ＝

e · MM1 .再根据题意 ，可得 MF1 ＝ 2MM2 ，所以 e ＝

2MM2

MM1

，所以
2
a2
c － a

a2
c ＋ a

≤ e ≤

2
a2
c ＋ a

a2
c － a

，即
2 － 2c
1 ＋ e

≤ e ≤
2 ＋ 2c
1 － e ，可得 e的最小值为 － 3 ＋ 17

2
.

设计说明 ：合理的教学目标可以提升学生学习数

学的质量与效果 ，有利于学生形成探究能力和创新思

维能力 .上述案例中 ，在合理教学目标的指引下 ，让学

生在不断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活动中学习有价值的数

学 ，促进学生向着更高层次发展 ，从而使得每个学生

学有所获 ，尽力实现提升性目标 .

二 、设计与众不同的情境是构建有效课
堂的前提

新课程明确指出“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 ，这就

需要教师转变传统教学观念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和探究中去 .而激发兴

趣首先需要以合理而有效的情境来构建轻松活泼的

课堂氛围 ，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当然 ，当前的

课堂教学中 ，创设情境是显而易见的 ，但情境的有效

性则有待考量了 .因此 ，教师要发挥自身的教学机智 ，

构建各具特色 、与众不同的教学情境 ，激发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 ，使其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从而提高教

学效率 ，进而真正意义上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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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 .

师 ：数学家高斯大家一定有所耳闻 .那么对于他

小时候的一些事迹大家有没有兴趣听一听呢 ？高斯 7

岁的时候 ，几分钟就能计算出“1 ＋ 2 ＋ 3 ＋ … ＋ 100”的

结果 ，你们计算这道题需要多久呢 ？下面大家来试一

试 .（此处教师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探究中去 ，学生也

饶有兴趣地进入主题）

生 1 ：等于 5050 .

师 ：不错嘛 ！看来大家对具体的算法很熟悉啊 ！

生 2 ：101 × 50 ＝ 5050 .

师 ：当然 ，对于你们来说自然相当简单 ，因为等差

数列的求和公式你们已经掌握了 .但是对于那些几岁

的小学生来说计算起来难度就大了 .那我们今天就一

起来试着推导一下 ，试着用理论来解决问题 ，同时感

受一下高斯探究的历程 ，好不好 ？ （学生各个跃跃欲

试 ，课堂气氛活跃）

师 ：① 前 n个奇数之和 ：1 ＋ 3 ＋ 5 ＋ … ＋ （2n － 1）

＝ ？；② 前 n个偶数之和 ：2 ＋ 4 ＋ 6 ＋ … ＋ 2n ＝ ？.

… …

设计说明 ：让学生变得乐于探究 ，才能取得尽可

能好的教学效果 ，实现课堂效率的最大化 .要实现这

一目标 ，自然离不开有效情境的创设 ，保证问题的质

量 、选择恰当的探究方式 、保证学生最大的参与面 、保

证学生适当的兴奋度等 .在这样的课堂上 ，学生自然

暴露思维的真实状态 ，从而闪现出创造性思维的精

华 ，最终实现教学相长 .以上案例中 ，数学史的融入是

学生进入学习的最佳刺激 ，为教学增添深刻而华丽的

篇章 .在这样的情境引导下 ，使得探究活动深入人心 ，

不断引导学生感悟数学的科学和应用价值 ，利于知识

的理解和信息的储存 ，使学生学到全面的 、有意义的

数学知识 .

三 、关注教学细节是将有效教学引向深
入的关键

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 ，教学的过程是由无数个

教学细节凝聚而成的 ，每个细节虽然很小 ，但映射出

来的是教学理念和教学智慧 .而关注高中数学教学中

的细节 ，不仅需关注课堂教学细节 ，还需关注学生学

习习惯 ，这些是数学教学是否有效的关键所在 .例如 ，

解题教学中 ，在完成一道例题的讲解之后 ，实质上并

非已经完成了这一例题 ，此时教师还需引导学生说一

说解题过程中的困惑 ，解决这一问题有何收获等 ，只

有在深入反思之后才是真正意义上掌握了这一问题 .

因此 ，教师需关注教学中的各种细节 ，结合教学活动

潜移默化地熏陶学生的学习习惯 ，促进良好学习习惯

的养成 ，让学生真正意义上体会数学学习的价值 ，促

进全面发展 ，将有效教学引向深入 .

图 2

案例 3 ：如图 2 ，已知四棱锥

P － ABCD 中 ，有 PA ⊥ 面

ABCD ，AB ⊥ AD ，CD ⊥ AD ，

PA ＝ A D ＝ CD ＝ 2AB ＝ 2 ，且点

M 为 PC 的中点 ，BM ∥ 面

PAD ，试着在 △ PAD内找出一
点 N ，使得 MN ⊥ 面 PBD .

分析 ：本题是一道空间几何证明题 ，在解决这类

问题中 ，学生最易想到的解决思路是“作辅助线” ，并

借助直线或平面垂直的方法进行判定 ，这是最一般的

解题方法 .事实上 ，本题的解决中 ，倘若能思考并运用

空间向量的相关知识予以解决 ，则可使解题过程简洁

而形象 .

证明 ：可以以点 A 为原点 ，DA 为 x 轴 ，AB 为 y
轴 ，A P为 z 轴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 ，则有 A （0 ，0 ，0） ，

B（0 ，1 ，0） ， P（0 ，0 ，2） ， C（ － 2 ，2 ，0） ， D（ － 2 ，0 ，0） ，

E（－ 1 ，0 ，1） ，M （－ 1 ，1 ，1） ，N －
1

2
，0 ，

1

2
，则有 PD →

＝ （ － 2 ，0 ， － 2） ，BD →＝ （ － 2 ， － 1 ，0） ，MN →＝

1

2
，－ 1 ，－

1

2
，从而有 PD →· MN →＝ 0且 BD →· MN →

＝ 0 .又因为 PD 与 BD 相交于点 D ，PD ，BD ⊂ 面

PBD ，所以 MN ⊥ 面 PBD .

设计说明 ：解题教学中 ，教师不仅需要善于挖掘

题目结论之外和解析过程中蕴含的东西 ，教给学生解

决问题的方法 ，还需挖掘知识的价值 ，渗透解决问题

的思路 ，从而在潜移默化中使得学生的思维逐渐发散

开去 ，形成解决问题的智慧 .这些都需要教师从学生

的解题细节展开 ，在日常教学中一以贯之地加以引导

和训练 ，逐步将其转化为学生的一种解题习惯 .以上

案例中 ，正是由于教师循序渐进地引导 ，才能让学生

展现清晰而简洁的解题过程 ，促进思维的发展 ，从而

更好地提升课堂实效性 .

总之 ，构建有效数学课堂的方法和途径众多 ，但

最基本的途径还是在教学实施中转变一些传统教学

中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 ，把握课程内容的基本结构 ，

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 ，制定切合实际的教学目标 ，设

计与众不同的教学情境 ，并关注教学细节 ，才能稳步

推进课堂改革 ，真正地步入新课程 ，构建有效数学课

堂 .这样 ，数学课堂就会变得生机盎然 ，有血有肉 ，光

彩照人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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