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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性学习：让数学教学更有效
薛安定

江苏省南京市中华中学210019

[摘要]探究性学习，是学生数学学习的一种重要行为，也是深度学习的表现形式．结合理论研究与教学实

践，尝试在开放式教学、变式教学、习题教学中，引导学生探究学习，以提高学生的数学探究能力和

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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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性学习．是学生数学学习的一

种重要行为．也是深度学习的表现形式．

它基于基础性学习与拓展性学习的融

合．鼓励学生利用已学知识，去解决现

实中的有关问题．探究性学习的基本特

点是以学生自主探究与实践为主．通过

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实现共同

提高的目的．教学中．教师应积极为学

生搭建探究性学习的平台．从所学内容

的实际出发．通过数学问题营造学生自

主探究．合作学习的氛围．让数学探究

性学习渗透到日常教学的每一堂课中

去．笔者结合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尝

试在开放式、变式、习题教学中，引导学

生探究学习．以提高学生的数学探究能

力和数学核心素养．

(勘。开放式教学中，引导探究性

学习

开放性教学．也是引导学生进行探

究性学习的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这种

教学的特点是引导学生大胆质疑．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比如．在数列教学中．学生通过等

差数列与等比数列的学习，了解并掌握

了等差数列与等比数列的一些性质和

研究等差数列与等比数列的一些方法．

笔者以开放性问题的形式．让学生通过

对开放性问题的探究和解决．有效提高

了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层次与解决数学

问题的能力．

例1：数列{a。}的前n项和为S。，若

对任意正整数玮．总存在正整数m．使得

S一。，则称数列{。。}为S数列．(1)s数列的

任意一项是否可以写成其某两项的差?

请说明理由．(2)①是否存在等差数列

为s翻I，若存在，请举例说明；若不存在，

请说明理由．②是否存在正项且公比大

于2的递增等比数列为s洲，若存在，请

举例说明：若不存在．请说明理由．

本题是一道开放性探究题．对于问

题(1)，要求根据对新数列的定义．利用

a=S-S。进行计算证明．对于问题(2)，

需假设成立．然后利用恰当方法进行探

究：①假设存在等差数列。根据数列的

公差进行分类讨论即可：②用反证法证

明．假设存在满足题意的数列．结合数

列{s。}的单调性，推出矛盾．限于篇

幅．本文只引导学生分析问题(2)．

(2)①假设存在等差数列为s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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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首项为。。，公差为d，

当d=0时，若Ⅱ。≠0，则对任意的正整

数凡，不可能存在正整数m，使得s。=％，即

nal=a1·

当d=O N a。=0时，显然满足题意．

当d≠o时，由只：％得，n。。+旦粤掣d：

(n-1)at+霉掣d01+m一1)d，故，n一1=————————-—L=
n-1)ai+兰(兰二!!∈z．

d 2

因为型业∈z．几：1时显然存在
2

m：1满足上式．胆2时．!+1／>0．所以!≥
’

d d

—l，了a1∈z，此时(几一1)号+巫等堕≥
一n+1+!!翌二堕：(!二丛!二型≥o符合

Z Z

题意，综上，存在血。=kd，k∈z，矗≥一1满足

题意．

②假设存在正项且公比大于2的等

比数列{％}为s数列，则对任意正整数凡，总

存在正整数m，使得s。一。，且满足n。>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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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1-q”1)

因为塑：!二!：里兰：。+因为二型=—j二生 =坚=盯+
S。 Ⅱ．(1-q”) 矿一1

。

1-q

藉掣矿q-1币m_1)叫，所淋
q

：岩<q2，即缃啪。】<a．f12，即Ⅱ⋯◇⋯<
^)”

‰2．(+)

因为数列k}单调递增，所以不存

在某项介于相邻两项n。，与％。之间，所

以根据(m)式可知5。不是数列h}中的

某项，这与5数列的定义矛盾．故不存在正

项且公比大于2的等比数列为s数列．

本题基于教材又高于教材．学生在

开放问题的探究中掌握研究数学的基

本方法．数学思维得到进一步提升与拓

展．教学实践发现．教学中．教师如能经

常性地选择与教学内容有关的问题进

行发散性探究．对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和创新思维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U1变式教学中，引导探究性

学习

变式教学．是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

学习最常见的教学形态．其通常以问题

串为思维导向．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

杂．环环相扣．让学生探究起来．干劲十

足．欲罢不能．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

变化命题的条件或结论．产生新的问

题．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以提高

教学的有效性．

如．在函数复习中．笔者尝试以一

道函数题为题源进行变式教学．引导学

生进行探究性学习．课堂氛围热烈．实现

了有效教学．

例2：函数y=lg(x+、／≯玎)的图像关

于 对称．

分析：判断这个函数是否是奇函数，

若是奇函数．那么它的图像关于原点对

称．因为该函数定义域为R，且厂(一W)+

．八戈)=lg(吨+、／(《)王}1)+lg(戈+、／x2+1)=

lg(一石+、／咒2+1)(戈+、／戈2+1)=lgl=0，所以

该函数图像关于原点对称．

变式1：已知函数y=f(x)满野(一x+

1)=-f(x+1)，r贼Jy=f(z)的图像的关于

——对称．
变式2：已知函数y钒x)满足，(x)+

，(一x)=2，则函数Y可(z)的图像关于

——对称．
变式3：已知函数y=f(x)满足，(z)+

八2+*)=2，则y可(z)的图像关于——
对称．

变式4：已Jglf(x)2；兰，求证：(1)
f(x)可(1一)=1；(2)指出该函数图像的

对称中心，并说明理由；(3)掰I i箫)+
，f土1+．．．+爿—10—00 1的值．
。＼1001／ 。＼1001／

变式5：

求证：二次函姆(z)=Ⅲ2+bx+c(Ⅱ≠
0)的图像没有对称中心．

本题及变式．出白笔者高考函数复

习的备课．笔者立足基本知识点．引导

学生注重类题训练．实施一题多变的探

究性训练．让学生积极进行探究性学

习．有效激活了学生的思维．教学效果

显著．

、@习题教学中，引导探究性

学习

互联网背景下．学生手中的资料层

出不穷．刷题式学习已成为常态．如何把

学生从题海的痛苦中解救出来9是一个

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笔者以为．学生

不应使用过于泛滥的复习资料．而应力

求资料精简有效．

比如．在必修2的立体几何的球的切

接问题的习题课上．笔者要求学生以学

习小组形式查阅资料．整理题型．并归

纳解题方法．课上．由学生来讲解．有一

个小组的学生选择了下面一个例题．经

过集体探究．得到四种解法．并做了评

注．令人叹服．

例3：四个半径为R的球两两外切．

其中三个球在水平桌面上．第四个球放

在这三个球之上．在这四个球的中央放

一个最大的小球．求这个小球的半径．

生1：当这个小球与其余四个球均相

外切时才能达到最大．它们的相互位置

十分对称．因此．只要联结4个球的球心

构成正四面体．最大小球的球心一定在

正四面体中心．可考虑用体积分割．

U2

图2

生4：既然它们的相互位置十分对

称．那么可考虑构造一个正方体来处理．

如图3所示．构造正方体．由于面对角线

Vc度为2R．所以正方体的棱长为旦：
、／‘万

、／虿尺．所以正方体的体对角线的长度

为、／了·、／丁R=、／百R．所以00，=

∑鱼堡：R+，．所以，：f盟一1 1尺．
2 ＼ 2 ／

图3

学生发现．生4充分利用图形对称性

构造正方体求解．明显比上述解法简洁

得多．关键是把握了图形特征．合作的

力量是无限的．学生合作学习．通过探

究．往往能起到1+1>2的效果．更能体现

探究性学习的价值．

总而言之．探究性学习虽然不适于

所有教学内容．但它作为学生一种深度

学习的方式．教师应该积极为学生搭建

探究性学习的平台．当这种学习形式成

为学生学习的一种常态时．相信学生的

数学探究能力和数学核心素养必将有

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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