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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文化教育在引言
课中的实施策略初探①
——以“平面解析几何引言课"为例

王克亮

(江苏省射阳中学224300)

数学文化通常包括数学史，数学的精神、思想

和方法，数学的语言，数学的应用等方面，数学文

化教育应贯穿整个高中教学过程之中．引言课通

常设置在一个章节的起始，侧重回答“这个内容是

什么?为什么要学习这个内容?如何学好这个内

容?”等问题．那么，如何在引言课中实施数学文

化教育呢?笔者拟以近期开设的“平面解析几何

引言课”这节省公开课为例，谈谈自己的一些肤浅

实施策略．

1 回顾形成历史。揭示研究思想

高中数学的每一块知识内容都蕴含着一些研

究思想，这些研究思想应该是教学中深植学生骨

髓的东西，能对学生的终生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

作用．那么，在引言课中如何将这些研究思想自

然地揭示出来呢?笔者认为，回顾知识形成历史，

沿着前人的思路行走是一个较好的策略．

在平面解析几何引言课中，笔者就是从数学

史谈起的．

话题关于平面解析几何，你现在最想了解

的是什么?

根据学生的回答整理成如下三个问题：(1)是

什么?——平面解析几何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2)为何学?——为什么要学习平面解析几何?

(3)怎么学?——怎样才能学好平面解析几何?

平面解析几何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呢?对这个

问题的回答得从数学史谈起．在数学史上，曾经有

这么几位数学家，他们雄心勃勃，想创造一种能够

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的方法，法国著名数学家笛

卡尔就是其中一位．他们的设想是这样的：“任何

问题一数学问题一代数问题一方程问题一求解方

程一得到结论”．那么，对于几何问题，该如何用代

数的方法来解决呢，这是他们遇到的难题之一．

据说，后来有一天，当笛卡尔躺在床上休闲

时，忽然他看到墙角的蜘蛛网上有一只蜘蛛在爬

来爬去，便突发奇想，假如在墙角的三根交线上分

别标上刻度，不就能用有序的数对来表示蜘蛛的

位置了吗!这正是直角坐标系的刍形．有了直角

坐标系，点就可以用数来表示，进而线与面也能用

数来表示，这样用代数的方法来研究几何问题有

了可能，从而使得代数与几何两者相互结合而共

同发展，产生了解析几何学．

所以，解析几何学是一门用代数的方法来研

究几何问题的学科．在中学教材平面解析几何当

中，将要研究直线、圆、圆锥曲线(椭圆、双曲线和

抛物线)等曲线的代数表示及几何性质．

评注 本节课是从发生在数学家笛卡尔身上

的一个小故事开始的，自然地回顾了数学史知识，

既激发了学生的听课兴趣，又揭示了本章的研究

思想，能给学生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2点击核心概念。感悟数学语言

数学语言是数学思维的载体，是数学理论的

基本构成成分，所以数学文化教育离不开数学语

言的感悟．那么，如何在引言课中感悟相关的数

学语言呢?笔者认为，可点击一些核心概念，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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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呈现中初步感受其数学表达．

笔者认为，曲线的方程与方程的曲线是平面

解析几何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在引言课中可进行

点击，并体会其数学表述．

问题1设A(4，O)，B(0，2)两点确定的直线

为z，如何判断点Q(一2，3)是否在直线l上?

体会仅依据“形”的判断难以得到可靠结论，

还需结合代数运算，并运用一次函数解析式、向量

共线等知识感知：判断点P(x，y)在直线l上的依
1

据就是看其坐标是否满足关系式Y=一÷z+2．
厶

问题1．1直线Z上任一点的坐标都适合关
1 1

系式Y=一弓-x+2吗?坐标适合关系式y=一÷z
“ o

+2的点都在直线Z上吗?

初步感受“两都”关系．

变式设A(4，0)，D(4，2)两点确定的直线

为m，如何判断点P(x，y)是否在直线m上?

体会该直线不是函数的图象，不能运用一次

函数解析式来解决问题，并在得到关系式z一4=

0后，引导学生将其改写成X+0·y--4=0．

追问1直线rn与关系式X+0·y--4----0之

间符合“两都”关系吗?

进一步感受“两都”关系．
1

追问2 y一一÷x+2与X-4-0·y一4—0都
。

是含有两个变量的等式，可以统一看成什么?

体会它们都是二元一次方程，“Y=，(z)”不

能包含上述全部情形，自然给出“方程f(z，Y)=
0”这个表示形式．

， 1 、

问题1．2如果把直线z和{(z，y)Iy=一÷z+2}
l 厶 J

看成是两个点集，那么“第一个都(直线Z上任一
1

点的坐标都适合关系式y=一去z+2)”说明这两
厶

个集合之间是什么关系?
， 1 、

直线z互{(z，y)Iy一一÷z+2}．
I 厶 J

追问1 “第二个都(坐标适合关系式Y=
1

一去z+2的点都在直线z上)”呢?
厶

， 1 、

直线z 2{(z，y)Iy=一寺z+2}．
I 厶 J

追问2“两个都”同时成立呢?

直线z={(z，y)Iy=一专z+2}，并明确此时
I 厶 J

“称y=一÷z+2为直线z的方程；同时，称直线z

为方程y=一÷z+2的直线”．

问题1．3一般地，对于曲线C与方程f(x，

y)=0，当它们满足什么条件时，可称方程

f(x，y)=0为曲线C的方程?曲线C为方程

f(x，y)=O的曲线呢?

需同时满足“两都”关系，即(1)曲线C上任

一点的坐标都是方程f(X，Y)=0的解；(2)以方

程f(x，y)=O的解为坐标的点都在曲线C上．

评注 这里用“两都”这一数学语言贯穿前

后，从点集相等的角度阐明了“数”与“形”的等价

性，展现了数学语言的科学性、严谨性、简洁性和

通用性．

3力求和谐统一。展示数学之美

数学文化教育离不开数学美的熏陶，教学中

如果能让学生由衷地感受到数学之美妙，对其产

生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那么，在引言课中该

如何展示数学之美，让学生感受数学的魅力呢?

笔者认为，深挖知识内涵，打通知识联系，如果能

把一些内在的规律用和谐统一的形式展示出来，

将会给学生强烈的震撼，美感也就会随之而来．

在平面解析几何引言课中，笔者试图将直线、

圆、椭圆三者的方程用统一的形式表示出来，让学

生感受到方程的美妙．

问题1．4如果将直线l的方程X+2y一4=

0改写成÷+鲁=1，观察图与式，你有何发现?

发现改写后方程的分母就是直线在两个坐标

轴上的截距(可简要介绍一下截距这个概念)．

追问方程手+芝21，专+詈。1，专+

兰=1分别表示什么样的曲线呢?三+≠=1
(n≠O，beO)呢?

利用所给截距得到三条具体直线l，，1。，l。，并

推广到一般情形．

问题1．5若将直线l，l。，l。，l。的方程分别

写成Y一一÷X+2，y=÷z一2，Y=百1 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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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一÷z一2，观察图与式，你又有何发现?
厶

发现直线的位置关系与方程之间的联系，并

体会可用方程来研究曲线的几何性质．

刚才实际上做了两件事：一是将直线转化为

代数形式，得到了直线的方程；二是运用所得到的

方程来研究了直线的一些几何性质．

追问解析几何的两大任务是什么?

(1)建立曲线的方程；(2)运用方程研究曲线

的几何性质．

问题2 以坐标原点为圆心，以，．(，．>0)为半

径的圆O，其方程是什么样子的?

先得到关系式z2+y2=r2．

问题2．1 圆0与方程z2+y2=，之间符

合“两都”关系吗?

明确≯+了2一--r2就是圆O的方程．

问题2．2 如何改写圆O的方程z 2+y2=

r2，使得它能较好反映圆0在两个坐标轴上的截

距呢?

_2 2

将方程改写为≥+y，．：=1，其分母的平方根

就是圆0在相应坐标轴上的截距．

问题3 将圆0变形为椭圆C(中心在坐标

原点，且C在z轴上的截距为口与一口，在Y轴上

的截距为b与--b(a>b>O))，类比直线兰+≠=

一2 2

l(a≠O，6≠0)与圆x，．。．y，．。=1的方程，你能猜想

一下椭圆的方程是什么样子吗?
_2 ．．2

猜想出这类椭圆的方程为争+旁2 1(口>6

>0)．

把刚才的研究结论汇总到下表内：

曲线 方程

√
L

＼． z-y一1
＼一 口 ’6

1

J

厂 ‘、 ． 事+等=，
＼． ．／

’

从该表格中不难体会到，图形是美观的，方程

是美妙的!

评注这里，当把直线、圆、椭圆的方程汇总

在一张表格内的时候，相信学生会有“于枯燥之中

见新奇”之感，激动与陶醉心情也会油然而生1

4阐明学习意义．凸显知识价值

数学文化的教育还应包括介绍所学知识内容

的价值，让学生消除“学了有什么用”的疑问．那

么，如何在引言课中凸显相关知识的价值呢?笔

者认为，可依据知识内容的特点从多个维度阐述

学习意义，特别是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在平面解析几何引言课中，笔者是从“刻画效

果、实践应用、理论贡献"这三个维度来展示《解析

几何学》的价值的．

(1)从刻画效果看——人微

例1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直线与圆的

位置关系
相离 相切 相交

图形 O O n
＼ ／

以前的判

定方法
d>r d=， d<，．

1．上述方法仍适用，而且有专门的公式

解析几何的 可用；

判定方法

z．看方程组{言嚣妻羹解的个数．
直线到圆

切点的具 两个交点的具

解析几何可 上最近的
体位置是 体位置是什么?

进一步研究 点还有多
什么?切线 直线被圆截得

方程是什 的弦长是多
少距离?等

么?等 少?等

解析几何的方法对图形及其位置关系的刻

画，实现了细微化和精确化，即人微．先前一些被

认为是几何学中的难题，运用解析几何的方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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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平淡无奇了．

(2)从实践应用看——广泛

现实世界中，到处有美妙的曲线，对它们的精

确研究往往要借助代数方程．比如，在建造桥梁

时，首先要确定桥拱的方程，然后才能进一步设计

和施工；又如，在对太空的奥秘进行探索时，要把

行星的运行轨道放到笛卡尔直角坐标系中，以便

精确地把握它们的运行轨迹，这样才能实现太空

遨游和嫦娥登月；等等．

所以，解析几何学在实践中的应用非常广泛．

(3)从理论贡献看——巨大

对于解析几何学的诞生，拉格朗日和恩格斯

这两位伟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内容投影，此略)．

因此，解析几何学的诞生，其理论贡献巨大．

总之，平面解析几何的学习，对于转变我们的

数学观念、拓展我们的数学思维、提升我们的数学

能力、培养我们的数学素养，都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评注从多个维度阐明学习的理由与意义，

可充分展示知识的价值．

5进行学法指导。聚焦核心素养

数学文化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

素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提升学生的学

习信心．那么，如何在引言课中实现这些目标呢?

笔者认为，可依据相关知识个性，立足学科核心素

养的提升来给予学法指导．

在平面解析几何引言课中，笔者是站在数学

建模、数学运算这两个学科核心素养的角度进行

学法指导的．

(1)建立好两种数学模型

一是方程模型，这是从形到数的过程．当遇

到与图形有关的问题时，要有这样的意识，即可以

通过建立直角坐标系，把图形用方程来表示，进而

利用代数运算来解决问题．

二是轨迹模型，这是从数到形的过程．一方

面，当看到代数式的时候，要有这样的意识，想一

下它会不会表示什么图形?有没有什么几何意

义?另一方面，当看到与动点运动相关的问题时，

要善于把握它的轨迹．

例2设A，B是两个定点，当动点P满足下

列条件时，它的轨迹是什么图形?

(1)PA=PB；(2)么APB=90。；(3)PA=

APB(A>0，A≠1)；(4)PA+PB=愚(足>AB)．

简析答案(此略)．

在建立好两个数学模型的基础上，逐步培养

一种思想，叫“数形结合”；最终形成一种观念，即

“形数合一”．

(2)磨练好数学运算能力

运用代数方法来研究几何问题，离不开繁琐

的运算，所以一定要在运算能力的培养上下功夫．

努力做到：消除畏繁情绪——敢算，掌握一般方

法——会算，把握运算规律——善算．

评注相信学生能够从该教学片断中初步感

悟到平面解析几何这门课的特点，并从中获得一

些学习启示，增强学习的信心．

总之，引言课是实施数学文化教育的好时机，

能较好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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