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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例评析

问题导向驱动能力养成，
自主探索落实素养生根

———平面向量基本定理课堂教学的反思与重构

李其龙

江苏省黄埭中学 215143
[摘 要]文章对平面向量基本定理课堂教学进行反思与重构. 从落实数学素养出发，在教师的问题导向驱动

下，让学生进行作图操作，层层深入地探究问题. 让学生从被动接受数学概念转向自主探索数学概
念，经历和体验概念的产生和完善过程从而提高数学能力，进而达到数学核心素养落地生根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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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新的教学形势下，如何能够让学生

从被动接受数学概念转向自主探索数

学概念，经历和体验概念的产生和完善
过程从而提高数学能力？ 如何在课堂教
学中体现数学素养的渗透和落实？

下面是笔者以平面向量数量积课

堂教学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的反思和
重构.

⇓ 平面向量基本定理课堂教
学的若干反思与思考

1. 关于问题情境的反思和思考
向量具有丰富的实际背景，是重要

的数学模型和物理模型. 那么，学习数学
模型的最好办法是经历数学建模过程[1].
但是，很多教师不重视课本上的物理背
景引入，或者直接跳过这一环节直奔定
理内容，这使得学生错过一个用数学的
眼光观察世界的机会，更谈不上提高学
生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纵观平面向
量整章内容，几乎每节内容起始部分都

有一个实际的物理背景问题，在例题中
也反复出现实际的物理问题，这也在提
示我们：在实际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对
现实原型进行观察，充分发挥现实原型
对抽象的数学概念的支撑作用. 所以，
引导学生根据生活经验，从火箭升空的
速度分解，结合力的分解的平行四边形
法则，提出“平面内任一向量是否可以
用两个不共线的向量来表示”这一问
题，是本节内容最好的问题情境.

2. 关于定理抽象过程的反思与思考
平面向量基本定理是高中数学核

心概念之一[2]，是把一维的向量共线定
理向二维平面的推广，也是后面将要学
习的三维空间向量的学习基础，处理
得当对向量相关内容的学习和研究有

纲举目张的作用.
教师满堂灌式的讲解，学生死记数

学概念和机械模仿做题固然也能让学

生掌握定理，但是缺少学生参与的课堂
是没有灵魂的. 只有让学生真正参与课
堂研究，进行自主探索数学概念，经历
和体验概念的产生及完善的过程才能

提高数学能力，进而达到数学核心素养
落地生根的目的.

此前，学生对于向量加减法及数乘
运算停留在几何直观上，从几何图形认
识到代数符号认识需要一个过程. 通过
问题驱动，让学生进行数学探索，通过
自己动手做数学，培养学生主动探求知
识、合作交流的意识，改善数学学习信
念，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研究数学的能
力. 这也是让学生用数学的思维去分析
问题，用数学的语言去表述问题的过程.

基于上述思考，笔者尝试通过对物
理现象的几何直观认识出发，层层设问，
步步深入，展开对平面向量基本定理的
探究，让学生在自主探索过程中体会数
学定理的产生，体验定理所蕴含的思想，
感受数学思维的形成来落实数学素养.

⇓ 平面向量基本定理课堂教

学的重构片段实录
片段一：问题情境引入
播放火箭升空短视频，让学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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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物理现象和一个数学问题.
两个物理现象：（1）火箭升空的某个

时刻，火箭的速度可以分解成竖直向上
和水平向前的两个分速度;（2）力的分
解，一个力可以运用平行四边形法则分
解成两个不共线方向上的力的和.

上面两个现象都是从几何直观上

说明，向量可以分解成两个不共线的向
量，两个不共线向量可以合成一个向量，
这些在向量的加法及向量加法的平行

四边形法则中有所体现.
问1：那么代数方面，我们能用数学

符号表述上述现象吗？
问2：（数学问题）平面内，任意一个

向量能否用两个不共线的向量来表示

呢？
我们知道，向量可以用一条有向线

段表示，这样，我们既可以从形的角度
研究向量，又可以从数的方面研究向量.

请大家在坐标纸上画一个向量a，
再作出a乘2和-2所得的向量c和d.

（1）学生在平面上任意画一个向量
a，再作出a乘一个数所得的向量.

（2）任意画出一个与a不共线的向
量b.

学生动手作图并在教师的引导下

复习向量共线定理.
问3：实数m乘非零向量a可以得到与

a共线的所有向量吗？
生：可以.
问4：能用数学语言描述这一过程吗？
学生叙述向量共线定理，教师板书.
问5：向量b是否可以用向量a表示？
生：不可以.
片段二：学生动手探索，通过做数

学来体验定理的产生过程

师：我们先研究下面的若干问题，
首先在复习引入的作图基础上完成下

面任务.
作图：
（1）2a＋b; （2）-2a＋b;
（3）2a-b; （4）-2a-b.
问6：上述问题推广到一般，ma＋nb

合成的向量唯一吗？
问7：若通过取m和n的不同值，ma＋

nb可以合成平面内任何一个向量吗？
教师用几何画板软件演示向量ma＋

nb的合成（如图1），并让学生自己通过
拖动改变m，n的值观察向量合成的追踪
痕迹.

探索结果一：通过取m和n的不同值，

ma＋nb可以合成平面内任何一个向量.
问8：逆向思考一下，任何一个向量

是否可以分解到向量a和向量b的方向
上呢？

通过几何画板的作图演示，学生思
考并讨论该问题.

探索结果二：在同一平面内，任意
一个向量c都可以分解成两个分别在向
量a和向量b方向上的向量.

问9：上述几何现象，用代数符号表
示是什么样子？

生：c=λ1a＋λ2b.
问10：上式中，a与b的系数λ1，λ2是否

唯一？
生：由向量共线定理可知，在a和b

方向上分解的向量是唯一的，故系数λ1，
λ2是唯一的.

探索结果三：在同一平面内，任意
一个向量c都可以分解成两个给定向量a
和b方向上的向量，分解是唯一的，用代
数符号可以表示为：c=λ1a＋λ2b，且λ1，λ2
是唯一的一组数.

问11：平面上，任意一个向量c能用
任意两个不共线的向量表示出来吗？

请学生分组自行探索：一位学生画
出一个向量a和任意两个不共线的向量
e1，e2，请组内其他学生进行作图分解 .
完成后，进行角色交换，再次进行相关
探索.

探究结果四：在同一平面内，任意
一个向量a都可以分解成两个不共线的
向量e1，e2方向上的向量，分解是唯一的，
用代数符号可以表示为：a=λ1e1＋λ2e2，且
λ1，λ2是唯一的一组数.

问12：两个向量e1，e2为何要求不共

线呢？ 请同学们讨论，并结合前面的探
究结果进行总结，回答本课开初提出的
问题.

生：（1）向量e1和向量e2都为0时不成
立. （2）向量e1和向量e2恰有一个为0时，
退化为共线向量基本定理. （3）向量e1和

向量e2都不为0时，若λ1=0，λ2=0，λ1e1＋
λ2e2表示0;若λ1与λ2仅有一个为0，退化

为共线向量基本定理;一组（λ1，λ2）唯一
确定一个向量c.

探究结果五：同一平面内，任意一
个向量可以用两个不共线的向量来表示.

类比向量共线定理的符号表示，上
述内容用符号语言表述为：如果e1，e2是

同一平面内两个不共线的向量，那么对
于这一平面内的任一向量a， 有且只有
一对实数λ1，λ2，使a=λ1e1＋λ2e2（平面向量

基本定理生成）.

⇓ 课堂重构后的思考
在重构后的课堂教学中，经历了从

物理现象到数学问题，从几何直观到代
数抽象. 学生自己动手做数学，选用坐
标纸作图，教师通过几何画板动画演示
向量ma＋nb的合成，学生通过拖动改变
m，n的值观察向量合成的追踪痕迹，再
到任意的分解. 学生进行观察和自己动
手参与计算机操作，从视觉和思维上都
受到了冲击. 在问题导向的驱动下，分
阶段引导学生从几何直观探索平面内

任意向量的分解，在探索结果的基础上
用代数符号语言进行表述，再对符号语
言进行深入的推敲， 直至概念的形成.
在探索过程中体会数学思维形成，体验
定理所蕴含的思想，感受数学符号语言
的魅力，经历从几何直观到代数抽象的
升华. 让学生从被动接受数学概念转向
到自主探索数学概念的生成. 学生从经
历和体验概念的产生及完善的过程中

提高数学能力，进而达到数学核心素养
落地生根的目的.

数学的大厦不是一天建成的，数学
知识的生成是有迹可寻的. 在课堂教学
中，要让学生感受到：数学不是高不可
攀、与生俱来的，是与人类生活和社会
发展紧密相连的. 可以通过运用基础知
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进行探究，在探
究的经历中获得基本活动经验，在活动
经验基础上提升自己的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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