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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课堂"中例题的功能挖掘与教学实施*

215600 张家港市第一中学 顾大权

摘要t例题教学是数学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巩固新知、掌握技能的主渠道，也是提升

解决问题能力、形成数学思想方法的重要途径．学思课堂倡导“学”和“思”，在学思课堂的例题教学

中应对例题进行精选、变式、重组，根据例题的特点，通过一系列思考性的问题挖掘例题的功能和价

值，使学生掌握例题的本质，推广例题解决的通性通法，提升思维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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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课堂”倡导“学”和“思”，其理念出自《论

语·为政》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来源

于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学思课堂教学以“学”为

主体，“思”为主线，“思”贯穿于“学”的整个过程，通

过思考启迪学生的思维，生成智慧．“学”是“思”的基

础，“思”是“学”的升华，“学”与“思”交融，形成了一

个积极的循环系统，使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归纳

整理，重新建构，将复杂的知识系统化、结构化，从而

把握知识的核心．

例题教学是数学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学生巩固新知、掌握技能的主渠道，也是提升解决问

题能力、形成数学思想方法的重要途径．教材中的例

题都经过精心选择，一般具有针对性、层次性和典型

性．学思课堂的教学要具备“学”和“思”的特征，通过

对例题进行适当补充、重组或变式，既有利于对知识

点(概念、定理、法则、公式)的掌握，对数学思想方法

的渗透，对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又能适当引导学生

进行思考，挖掘例题的本质内涵，提升学生的思维层

次，发挥例题的教学价值和功能．

一、例题的功能与价值

数学题目无穷无尽，如何选择例题，应该选择哪

些题目作为例题?对此，最重要的是分析例题特点，

挖掘例题隐含的价值和功能．

(一)巩固知识、形成技能。促进本质的理解

具有针对性特点的例题应放在新知学习后，对

应新知进行强化巩固，让学生发现新知的本质内涵，

促进对新知的内化理解，达到对“双基”的熟练掌握．

在教学时，应发挥这类例题对核心知识点的训练功

能，挖掘例题的本质内涵，形成解题技能，引导学生

由知识向能力转化．

(二)引领思维、逐步深入，提升思维的深度

具有层次性特点的例题应通过不断变式的过程

引发学生思考，引领思维深入或重整，提升思维的层

次．对于这类例题的教学应引导学生寻找思维路径

及思维发现的过程，思考为什么要这么想．暴露思维

的过程，显现思维的障碍，不断排除障碍、调整思维，

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对整个思维过程进行

梳理，可以激发学生思维进一步升华．

(三)感悟思想、提炼方法。实现经验的迁移

具有典型性特点的例题应该是思路可以借鉴、

方法可以总结、经验可以迁移的．对于这类例题的教

学，应从例题中感悟思路的获得过程，总结提炼解题

思想方法，形成解决一类问题的通性通法，积累解决

问题的经验，从而实现经验的迁移，发挥例题的价值

和功能．

二、例题的教学实施

(一)对于针对性的例题。夯实“双基”、揭示问题

本质

案例1 苏科版教材八年级下册“9．3平行四边

形(3)”的教学

例题 已知：如图1，在

[3ABCD中，点E，F在AC

上，且AE—CF．求证：四边

形EBFD是平行四边形．
B

思考性问题1 还有其 图1

他证明方法吗?

思考性问题2你觉得哪种方法更简单?

变式1如图2，题目中的条件不变，你还能证

明吗?

变式2如图3，题目中的条件不变，你还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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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吗?

图2
图3

思考性问题3 比较三个图形，AE=CF这个

条件如何利用?其本质是什么?

变式3 如图4，将题

目中的条件AE=CF改成

BEJ-AC，DFj-AC，其他条

件不变，你还能证明吗?
口

变式4 如图5，将题 图4

目中的条件AE=CF改成BE平分么ABC，DF平

分么CDA，其他条件不变，你还能证明吗?

变式5 如图6，将题目中的条件BE平分

么ABC，DF平分么CDA改成么ABE=么CDF，其

他条件不变，你还能证明吗?

因8囫。
图5 图6

思考性问题4 你还会采用之前的证明方法

吗?如何选择合适的证明方法?

评析：对例题进行合理加工，由一个基本图形不

断进行变式设计，让学生在不断解决问题的基础上，

揭示问题的本质和联系，集中反映平行四边形的判

定定理，不仅巩固强化了判定定理的运用，还在不同

的方法选择中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夯实了“双基”，达到了“解一

题，会一类”的效果，发挥了例题的教学价值和功能．

(二)对于层次性的例题，层次递进，发展高阶

思维

案例2苏科版教材八年级下册“11．2反比例

函数的图像与性质(3)”的教学

例题 已知点A(2，Y。)，B(1，Y2)都在反比例
￡

函数y=÷的图像上，比较Yt，Yz的大小．
，‘

思考性问题1 解决这个问题有几种方法?

变式l 已知点A(2，Y。)，B(1，Y。)都在反比例
L

函数j，=÷(是<o)的图像上，比较Y，，Y。的大小．
』

变式2 已知点A(∞，Y1)，B(乜，Y2)都在反比

例函数y=兰(志<o)的图像上，且Tl<z2dO，比较
．z

YI，Y2的大小．

思考性问题2你觉得刚才使用的方法都适用

吗?选择哪种方法更好?

变式3 已知点A(zl，Y1)，B(z2，Y2)，C(x3，
L

Y。)都在反比例函数y一羔(志<0)的图像上，且z。<
』

z2<0<‘r3，比较YI，Y2，Y3的大小．

变式4 已知点A(z1，YI)，B(z2，Y2)，C(x3，
L2—．-．)Y。)都在反比例函数y=业(忌为常数)的图像上，

』

且zl<z2<0<T3，比较Yl，Y2，Y3的大小+

思考性问题3用反比例函数的性质解决这个

问题时，你觉得应该注意什么?

思考性问题4如何理解“在每个象限内”?

变式5 已知点A(T。，Y。)，B(x。，Y：)都在反比

一。
例函数y=÷的图像上，且z。<zz，比较Y。，Yz的

I

大小．

思考性问题5 题目中的∞和‘r。在哪个象

限?位置不确定时要怎么处理?

思考性问题6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是什么?

评析：学习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对例题不断变

式，进行深入研究，可以驱使学生主动思考，促进学

生的思维发展．对于变式2，由于系数志，z。，zz不确

定，若采用代人法解答，需要取特殊值，培养学生用

创造性思维解决问题．变式3和变式4继续强化学

生对几种方法的掌握，同时将点的位置扩大到不同

的象限，使学生的思维更加深刻，更好理解“在每个

象限内”的深层含义．变式5没有明确点的位置，引

导学生分类思考，提升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加深学生对知识内涵的理解．例题教

学让学生经历由浅人深、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不断

提升思维的层级，发展了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

(三)对于典型性的例题．渗透思想，形成解题

策略

案例3苏科版教材八年级下册“反比例函数

复习课”的教学

例题 如图7，点A
L

(一3，2)为双曲线y=三图
．正

像上一点，过点A作Y轴

的垂线AB，D为’r轴上任

意一点，求AABD的面积+

变式1 如图8，点

步
y

口

‘

D D X

／／
图7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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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3，2)为双曲线y一兰图像上一点，过点A作y
．￡

轴的垂线AB，联结A0并延长交双曲线于另一点

C，联结BC，求△ABC的面积．

思考性问题1 三角形的面积公式是什么?

思考性问题2选择哪条线段作为底，更方便

找到高?
L

变式2如图9，若点E为双曲线Y一羔图像上
．t

任意一点，过点E作了轴的垂线EB，延长E0交双

曲线于另一点C，联结BC，你能求AEBC的面

积吗?

思考性问题3 求不出三角形底和高的情况

下，如何处理?

央
)，

B

＼
一

0

V
图8

／／
ly

歹＼ B

＼ 一

D∑
图9

变式3 如图10，点A(一3，2)为双曲线y—ik

图像Y_--点，过点D(a，o)作直线BC／／y轴，与反比

例函数y一妻和y一睾的图像分别交于B，c两点，
若点P是y轴上任意一点，求△PBC的面积．

B乏
Y

4

3

2
A(一3，2)／

j／-
P／／
l

。D
一

一4 —3 一2／-1 O 1 互

＼＼ 7 一 一1
，

C ＼ ．

—2

＼ ． —3

图10

L

变式4如图11，点A(一3，2)为双曲线y一羔
。￡

图像上一点，过双曲线上一点B作直线BC／／z轴，

交反比例函数3，一丝的图像于点C，若点P是z轴
正

上任意一点，△PBC的面积是5，求m的值．

思考性问题4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是什么?

B j_八
A(一3，吵＼

／＼＼／／＼
。

一

＼／
．＼／．

—‘4—。3——2P——1 O 1 2 3 工

一1

图11

思考性问题5如何使三角形的面积与点的坐

标建立起联系?
曼特

总结：三角形的面积二3竖直(水平)线段的长
牲』p

度13点的坐标．竖直线段长度一Y高一Y低，水平线

段长度一T右一‘r左．

评析：典型性例题具有生长功能，通过例题的呈

现、变式问题的不断生长，能够形成一条关联性问题

的主线，抓住这条主线，也就找到了解决这类问题的

通性通法．双曲线下三角形的面积问题将反比例函

数、一次函数、线段长度以及点的坐标等知识联系起

来，从分析三角形的面积，寻找底和高(线段长度)到

线段(竖直、水平)长度的表示，转化为点的坐标之间

的关系(竖直线段长度一Y高一y低，水平线段长度一

z右一z左)，对双曲线背景下面积问题的解决方法进

行总结，形成解决这类问题的策略．在这一过程中渗

透数形结合、转化等数学思想，帮助学生积累处理这

类问题的经验，并期待学生在抛物线的学习中将积

累的经验进行迁移，培养良好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发

展数学的理性精神．

“学思课堂”例题教学要结合学思课堂的“学”与

“思”特征，分析例题的特点和功能，做好例题的选

择、整合、变式或重组，在学思课堂的思考性问题中

引领学生掌握例题的本质，达到“解一题，会一类”的

效果，通过思考总结形成例题解决的通性通法，并在

这一过程中逐步提升学生的思维层次，发展高阶思

维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例题的价值和功能，减

轻学生的负担，使教学效果最大化，真正提升学生的

能力和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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