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得适时  问出精彩
———以“数列中一类存在性问题”复习课为例

练育宏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教育局教研室  ２２５２００）

1  问题提出
适时追问是问题式教学法的一种 ，也是一种提

问技巧 ，即课堂上教师提出问题 ，学生思考回答后 ，

教师根据回答的结果 ，找准时机 ，进行有针对性的

“二次提问” ．这种适时追问可以使学生的思路得到

指引 ，歧义的说法得到修正 ，错误的结果找到根源 ，

独特的见解成为精彩的课堂生成 ，从而构建一个更

加真实 、开放 、灵动 、高效的数学课堂 ．然而不少教师

不注重科学问答 ，漠视课堂追问 ，造成学生对知识的

理解不够深入 ．那么课堂上如何进行有效的适时追

问呢 ？笔者在参加高三教学视导中听了一节微专题

复习课 ——— “数列中一类存在性问题” ，教师通过适

时追问拓展了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 ，引领学生对

知识的理解从肤浅走向深入 ．现将该课的实践与思

考分享给同行 ．

2  教学片断展示
2 ．1  追问在疑难处

不少数学知识系统性 、逻辑性强 ，抽象 、难懂 ．在

课堂教学中 ，教师可在学生感到“似懂非懂”处追问 ，

有效促进学生深度思考 ，使其理解知识与方法的“真

谛” ，克服思维的程序化 、模式化 ，使思路逐步清晰化 ．

教学片断 １

例 1  已知数列｛an｝的通项公式 an ＝ ２ n
，是否

存在正整数 p ，q ，r（p ＜ q ＜ r） ，使得 ap ，aq ，ar成等
差数列 ？并说明理由 ．

学生动手操作后投影生 １的不完整的过程 ：

解 ：假设存在正整数使得三项成等差数列 ，即

２aq ＝ ap ＋ ar ，则 ２
q＋ １

＝ ２
p
＋ ２

r
．

教师 ：到了这一步 ，下面我们要解决一个什么

问题 ？

生 １ ：方程问题 ．

教师 ：以往我们碰到的方程通常有 １个未知数 ，

而这里有 ３个 ，能否减少 ？

生 ２ ：我在等式两边同除以 ２
p 后做出来了 ．

（投影生 ２的部分过程）

２
q＋ １ － p

＝ １ ＋ ２
r － p

，因为 p ＜ q ＜ r ，且 p ，q ，r为正
整数 ，所以 q ＋ １ － p ＞ １ ，r － p ＞ ０ ．左边为偶数 ，右

边是奇数 ，产生矛盾 ，故不存在 ．

教师追问 ：你怎么会想到两边同除以 ２
p
呢 ？

生 ２ ：感觉上除以 ２
p 后好做一些 ，我也不知道为

什么 ．

教师追问 ：为什么好做一些呢 ？

（学生展开讨论 ，然后在积极探究 、合作交流的

基础上 ，教师派小组代表发言 ，停顿时长 ２分钟 ．）

生 ３ ：这个方程有三个变量 ，通过除以 ２
p
可减少

变量 ．

教师追问 ：除以 ２
p
后变量并没有减少呀 ？

生 ３ ：把 q ＋ １ － p ，r － p看成一个整体也即相当
于从三元减少为二元 ．

教师追问 ：很好 ！这体现了什么思想 ？

生 ３ ：整体思想 、消元思想 ．

点评  针对生 １ 、生 ２的解题过程 ，教师在疑难

处设置了追问环节 ，其目的是激发学生深度思考并

挖出解题方法的来源及方法背后隐含的思想 ．面对

生 １ 、生 ２的困惑 ，授课教师并没有立即说出缘由 ，而

是把时间留给学生去思考 、探究 、讨论 ，通过适时的

追问让学生找到了解法的依据 ．这里的探究 、合作讨

论环节很重要 ，少了这个环节 ，学生就很难有“顿

悟” ，也就形成不了解法的“自觉” ．

2 ．2  追问在错误处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免出现错误 ，没有错误

出现的课堂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完美的 ．在课堂教学

过程中 ，当学生出现错误时 ，教师不应去批评 、责怪

学生 ，而要巧妙利用错误 ，化“误”为“悟” ，使之成为

宝贵的教学资源 ．在学生的错误处进行追问 ，帮助学

生找出错因 ，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
[１]

教学片断 ２

教师追问 ：两边除以的量为何选择 ２
p
，而不选

择其他 ？

生 ２ ：因为 p最小 ，这样保证了指数部分都是正

整数 ．

教师追问 ：有一定道理 ，那么除以其他量是否可

行呢 ？

生 ３ ：也可以除以 ２
r
．

教师 ：你的胆识不小 ，除以了一个最大的量 ，动

手试试看 ．

投影展示生 ３过程 ：２
q＋ １ － r

＝ ２
p － r

＋ １ ，因为 p ＜

q ＜ r ，所以 q － r ＋ １ ＜ １ ，p － r ＜ ０ ，左边小于 ２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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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也小于 ２ ．

生 ３ ：左右两边都小于 ２ ，发现不了矛盾 ．

教师 ：题中还有什么条件没用到 ？ （稍作停顿）

生 ３ ：p ，q ，r是正整数 ．

教师追问 ：考虑这个条件 ，指数部位的范围有变

化吗 ？ （停顿片刻）

生 ３ ：q － r ≤ － １ ，q － r ＋ １ ≤ ０ ，p － r ≤ － ２ ．

教师追问 ：在这样的范围下我们能否有新的发

现 ？请动手操作一下 ．（停顿片刻）

投影展示学生 ３的过程 ：

因为 q ＋ １ － r ≤ ０ ，p － r ≤ －２ ，所以０ ＜ ２
q＋１ － r

≤ １ ，

１ ＜ １ ＋ ２
p － r

≤
５

４
，两边范围产生矛盾 ．

教师追问 ：很好 ！之前产生不了矛盾的原因是

什么 ？

生 ３ ：对于 p ，q ，r的条件考虑不全导致等式两
边范围大了 ．

教师 ：很好 ！其实质是等式两边函数定义域过

大导致值域过大 ，以致两边值域不同 ．

点评  生 ３所犯的错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教

师并没有立即纠正到位 ，而是通过追问让学生在反

思中辨析 、修正错误并揭示错误的根源 ．学生易犯错

的地方往往是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师抓住这一错

误时机进行追问 ，适当给学生留有反思自悟的空间 ，

学生对于错误的理解才会更加深刻 ，这远比教师直

接告知更有效 ．

2 ．3  追问在“独特”处

每个学生理解题目的方法 、途径及深度都有所

差异 ，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尊重这种差异 ，关注一些

“元认知”问题 ，追根溯源 ，照顾到多数学生的所思所

想 ，而不只是个别“优等生”的想法 ．有时哪怕是一个

“笨”的思路 ，教师也应顺着学生的思路耐心走下去 ，

因势利导 ，不断优化思路 ．教学中既要关注“一题多

解” ，更要重视“方法来源”“方法优化”“通性通法”“多

解归一”“道中有道” ，通过适时追问让学生的思维经

历一个从“发散”到“优化”再到“收敛”的过程 ．

（１）追问在“多解 、归一”处

教学片断 ３

教师追问 ：刚才选择的最大和最小的量都能导

致矛盾 ，那么选择中间的量能否产生矛盾呢 ？请大

家动手操作 ．（停顿片刻）

投影展示生 ４的部分过程 ：

因为 ２
p － q

＋ ２
r － q

＝ ２ ，又 p ＜ q ＜ r ，且 p ，q ，r ∈

N*
，所以 p － q ≤ － １ ，r － p ≥ １ ，２

r － p
≥ ２ ，０ ＜ ２

p － q
≤

１

２
，故左边大于 ２ ，右边等于 ２ ，产生矛盾 ．

教师追问 ：这位同学还是通过范围产生矛盾的 ，

还有别的产生矛盾的方式吗 ？ （稍作停顿）

生 ５ ：左边是分数 ，右边是整数 ，也产生矛盾 ．

教师追问 ：很棒 ！回顾以上三条路径 ，你认为它

们有何共性呢 ？

（学生展开讨论 ，然后在积极探究 、合作交流的

基础上 ，教师派小组代表发言 ．）

生 ６ ：两边都要同除以一个变量 ，其目的一样 ，

都是消元 ．矛盾形式虽不同 ，但都与范围相关 ．

教师追问 ：为何都和范围有关 ？

生 ７ ：奇偶数 、整分数都要通过观察两边的范围

才能发现 ．

教师 ：很棒 ！下面请大家回顾总结以上过程与

方法 ．（停留较长时间 ，学生自主归纳总结 ，填在导学

案上的“方法总结”处 ．）

教师板书（图 １） ：

图 １

点评  在生 ２的解法基础上 ，教师通过适时追

问 、留白产生了处理这类问题的三条路径及其联系 ．

试想 ，如果缺少了这个环节 ，就很难照顾到大多数学

生的想法 ，也不能体现这类问题矛盾产生的多样性 ．

当然 ，这里教师设置问题的精准性及给学生适当的

思考空间也很关键 ．整个教学过程有“放” 有“收” ，

既让学生品尝到成功的喜悦 ，又适度培养了学生思

维的广阔性与概括性 ．

（２）追问在“思源 、优思”处

教学片断 ４

例 2  已知数列 ｛ an｝ 的通项公式为 an ＝

n
２n ＋ １

，是否存在正整数 m ，n（１ ＜ m ＜ n） ，使得 a１ ，

am ，an成等比数列 ？若存在 ，求出所有 m ，n的值 ；若

不存在 ，请说明理由 ．

学生动手操作后投影生 ８的不完整的解题过程 ．

解 ：假设存在正整数 m ，n使得三项成等比数

列 ，则 a２m ＝ a１ an ，即
m

２m ＋ １

２

＝
１

３
×

n
２n ＋ １

．

教师 ：这位同学到了这一步碰到了困难 ，大家相

互讨论一下 ，想想办法 ．（稍作停顿）

生 ９ ：直接研究等式两边的范围 ．

教师 ：可以 ，动手试试 ！

（投影生 ９的部分过程）

２m ＋ １

m
２

＝
６n ＋ ３

n ，因为 m ≥ ２ ，
２m ＋ １

m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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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２５

４
，n ≥ ３ ，

６n ＋ ３

n ∈ （６ ，７] ．

教师追问 ：能不能找到矛盾 ？

生 ９ ：两边范围有公共部分 ，说明有解 ，但不太

好求 ．

教师 ：不错 ！和例 １不同了 ，这是研究“有解”问

题 ．还有别的思路吗 ？

生 １０ ：可以用 m的表达式表示 n ．

教师追问 ：怎么想到的 ？

生 １０ ：我联想到函数的表示形式 ．

教师追问 ：这样表示有什么好处 ？

生 １０ ：这样只需考虑等式一边的范围 ，另一边

显然 ．

教师追问 ：想法不错 ，那为什么不用 n去表示
m呢 ？

生 １０ ：用 n表示 m要开方运算 ，表达式复杂 ，不

太方便 ．

教师 ：很棒 ！大家可以动手试一试 ．

（停顿片刻 ，教师投影了一位学生的过程）

n（２m ＋ １）
２

＝ （６n ＋ ３）m２
，n （２m ＋ １）

２

－ ６m２

＝

３m２
，n ＝

３m２

－ ２m２

＋ ４m ＋ １
．

教师 ：有了这个结果后 ，下面该怎么办呢 ？

生 １１ ：我用的是列举的方法 ，m代入 ２满足 ，m
代入 ３ ，４ ，５ ，６后发现等式右边都是负数 ，所以 m ＝

２ ，n ＝ １２ ．

教师追问 ：这样解有没有问题 ？ （稍作停顿）

生 １２ ：有问题 ，m ≥ ７时成立与否不清楚 ．

教师追问 ：能完善一下他的解法吗 ？

生 １２ ：可以求一下 m ≥ ７时分母的范围 ，说明分

母都是负数 ．

教师 ：非常棒 ！先列举再证明可以解决 ．还有别

的想法吗 ？

生 １３ ：可以先把 m的范围缩小后再取值 ．

教师追问 ：如何缩小呢 ？

生 １３ ：由 n ＞ ０得 － ２m２

＋ ４m ＋ １ ＞ ０ ，进而缩小

了 m的范围 ．

教师追问 ：怎么想到的 ？

生 １３ ：等式两边的变量是相互牵制的 ，这里可

以用 n的范围限制 m的范围 ．

教师追问 ：这里 n仅仅是大于 ０的限制吗 ？

生 １３ ：应该是 n ＞ m ，但本题只需考虑 n ＞ ０ ，就

可以把范围缩得够小了 ．

教师板书 ：

思路 １ ：列举法 → 证明 ；

思路２ ：缩小变量范围 → 路径１ ：
３m２

－ ２m２

＋ ４m ＋ １
＝

n ，路径 ２ ：－ ２m２

＋ ４m ＋ １ ＞ ０ ．

教师 ：请大家动手把思路 １和 ２操作一下 ．

（投影了一位学生的部分过程）

法 １ ：当 m ＝ ２ 时 ，n ＝ １２ ；当 m ≥ ３ 时 ，因为

－ ２m２

＋ ４m ＋ １ ≤ － ５ ，所以
３m２

－ ２m２

＋ ４m ＋ １
＜ ０ ，不

满足 ．

法 ２ ：由 － ２m２

＋ ４m ＋ １ ＞ ０ 解得 m ∈

１ －
６

２
，１ ＋

６

２
，因为 m ＞ １ ，m ∈ N *

，所以 m ＝

２ ，n ＝ １２ ．

教师追问 ：以上两种方法你认为哪个更好 ？

生 １４ ：差不多 ，方法 １稍简单一点 ．

教师追问 ：哪个方法功能更强大 ？ （停顿片刻）

生 １５ ：我认为方法２更强大 ，如果本题中的 m是
个较大的数 ，那列举就很麻烦 ．

教师 ：很棒 ！思考有深度 ，方法 ２是通法 ．

点评  教师针对生 ８的不完整的过程 ，在运算

路径 、解题思路及来源 、方法优化等关键步骤上设置

了一系列的问题 ，通过适时追问 ，让学生明晰运算方

向 ，清楚“分离”的好处 ，知道各种“思路”的来源 ，掌

握这类问题的基本方法 ．整个教学过程层层递进 、环

环相扣 ，学生的思维逐步升级 ．这里的适时追问有效

地培养了学生思维的发散性与灵活性 ．

（３）追问在“题中习道”“道中有道”处

变式训练 ：数列｛an｝的通项公式为 an ＝ ２n － １ ，

数列｛bn｝的通项公式为 bn ＝ an
an ＋ t ，问 ：是否存在正

整数 t ，使得 b１ ，b２ ，bm （m ≥ ３ ，m ∈ N *
）成等差数

列 ？若存在 ，求出 t 和 m 的值 ；若不存在 ，请说明

理由 ．

学生动手操作后 ，投影生 １６的解题过程 ：

解 ：假设存在正整数 t使得三项成等差数列 ，即

２b２ ＝ b１ ＋ bm ，则有
６

t ＋ ３
＝

１

t ＋ １
＋

２m － １

２m － １ ＋ t ，即

５ t ＋ ３

（t ＋ ３）（t ＋ １）
＝

２m － １

２m － １ ＋ t ，得
（t ＋ ３）（t ＋ １）

５ t ＋ ３
＝

２m － １ ＋ t
２m － １

＝ １ ＋
t

２m － １
，m ＝

３ t ＋ １

t － １
，所以 m ＝ ３ ＋

４

t － １
．因为 m ≥ ３ ，所以 t － １是 ４的正约数 ，t － １ ＝

１ ，２ ，４ ，则有
t ＝ ２ ，

m ＝ ７ ，

t ＝ ３ ，

m ＝ ５ ，

t ＝ ５ ，

m ＝ ４ ．

教师追问 ：到了 m ＝
３ t ＋ １

t － １
这一步 ，为何不用例

２的思路求解 ？

生 １６ ：t ＞ １时 ，
３ t ＋ １

t － １
≥ ３恒成立 ，说明通过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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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限制逼不出 t值 ．

教师追问 ：怎么想到从整除角度去研究的 ？

生 １６ ：由例 １矛盾形式中有整 、分的矛盾 ，想到

了从数的属性角度来限制 ．

教师 ：非常漂亮 ！这位同学能活学活用 ，给这类

问题又增加了一条求解途径 ．

教师追问 ：类比例 １矛盾的形式 ，你还有什么想

法 ？ （停顿片刻）

（教师随机请 ２位学生回答 ，但答不上来）

教师追问 ：例 １的三种矛盾形式最终都可以归

结到范围上的矛盾 ，这里能否类比一下 ？

生 １６ ：“整除”的限制其本质上讲还属于范围的

限制 ．

教师 ：很好 ！例 ２及变式研究的是一类什么问

题 ？这类问题一般怎么解决 ？ （停顿片刻）

生 １７ ：多元方程有整数解问题 ，通常可先分离

变量 ，后用一个变量的范围去限制另一个变量的

范围 ．

教师追问 ：这类问题中变量本可以无限取值 ，通

过一个变量对另一变量的限制最后变成有限组解 ，

这里实现了一个怎样的飞跃 ？

生 １７ ：从“无限”到“有限”的飞跃 ．

教师 ：很棒 ！下面请大家回顾总结以上过程与

方法 ．（停留较长时间 ，学生自主归纳总结 ，填在导学

案上的“方法总结”处）

教师板书图 ２ ：

图 ２

点评  针对生１６的解法 ，教师通过追问让学生

感悟到例 １中的“道”可以迁移到本题中的“道”上 ，

在这类问题中的“道”中隐含了更深的“道” ．这里的

适时追问有效地培养了学生思维的深刻性与创

造性 ．

3  教学反思
3 ．1  教学设置及效果从“无”到“有”

数列的存在性问题一直是江苏高考压轴位置的

热点题型 ，也是教学的难点 ．面对此类问题 ，很多学

生都“望而却步” ．而通过本节课的学习 ，学生普遍认

为受益颇多 ．本节课紧扣一类不定方程的求解问题 ，

切口小 ，生态好 ，难度适中 ．整节课的教学设计从“无

解”到“有解” ，从“无限”到“有限” ，通过教者在关键

处的追问 ，攻克了一个个思维上的难点 ，实现了“从

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精”的过程 ．

3 ．2  追问要“适时” ，也要“适度”

课堂教学过程中 ，把握好追问的时机很重要 ．超

前则没到火候 ，滞后则又冷却了 ．在学生思维混沌状

态处追问 ，能起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 ；在“临

界状态”处追问 ，能使学生的思维在临界点上产生

顿悟 ，发生质的飞跃 ；在“僵持状态”处追问 ，能突破

思维的瓶颈 ；在“定势状态”处追问 ，能够拓宽思维

的视角 ，跳出窠臼 ，识得庐山真面目 ．
[２]
另外追问也

要把握好“度” ，追问不等于滥问 、乱问 ，有时教师频

繁的追问会打乱学生正常的思维 ．例 ２的教学中 ，有

个别追问的意义不大 ，如“这里 n仅仅是大于 ０的限

制吗 ？ ”此处仅是一个“细节”问题 ，细枝末节强调

过多 ，就可能会冲淡主题 ．例 ２的变式教学中 ，教师

提出“类比例 １矛盾的形式 ，你还有什么想法 ？ ”这

个问题指向不太明确 ，以致学生无从回答 ．

3 ．3  适时追问体现了教师的教学素养
追问不同于一般的提问 ，因为它是对原有问题

的再一次或更多次的提问 ，不能一味靠预设 ，而是要

根据学习者的实际情况灵活多变 ．这就需要教师有

足够的教学水平和能力以及教学机智来应对各种现

场的生成 ．本课例 ２教学中 ，生 １１的思路是教师事

先没有预设到的 ，此时 ，教师并没有强拉回来 ，而是

顺势而为 ，逐步优化完善他的思路 ，最终产生一个意

外的方法 ．在适时追问教学中一旦出现意外事件时 ，

教师应静下心来听听学生的想法 ，他们的思考过程

比正确的答案更重要 ，只有我们多给学生解释的机

会 ，课堂上才有可能产生“层层波浪” ，灵光乍现 ．在

追问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抓住意外事件 ，多角度去看

问题 ，多给学生展示的时间 ，这样方能成就一番课堂

上意外的精彩 ．

当然 ，适时追问本身不是目的 ，而是引导学生更

为正确深入地理解学科知识本原的一种教学手段 ．

通过长期的适时追问教学 ，学生获得的将不仅是扎

实的基础知识 、过硬的基本技能 ，还会有能力的形

成 、创新意识的培养 ，以及对个性品质的锤炼 ．在课

堂教学中教师要具有追问意识 ，更要具有追问的精

神 ，敢于追问和善于追问 ，问出质量 ，问出品位 ，问出

智慧 ．这样 ，课堂才会充满活力 ，学生的思维才会被

点燃 ，学生的智慧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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