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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慧教育
“

３Ｄ
”

课堂理念下

＜

＾＞＜＾ｘ＾＜￥
＞＾＞＾＾ｘ§

＞

——记高三
一轮复 习

“

三 角 函数
”

工 苏 彳 ｆ 州 寸 ；
＞ ｔ 郊 高 级 中 ｆ 

（ ２ １ ３ ０ ３ １ ）到 天程

智 慧教育 即教育信息化 ， 是指在教育领域全面深

入地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过

程 ． 其技术特 点 是数字化 、 网 络化 、 智 能化和 多 媒体

化 ， 基本特征是开放 、 共享 、 交互 、协作 ． 以教育信息化

促进教育现代化 ， 用信息技术改变传统模式 ．

高三
一

轮复 习 强调 的是重视基础知识全面 、 基本

方法熟练 、 基本作答规范 ， 对于高三学生来说要经历

一

个对知识 、 方法 、 技 能 的认识观不断完善 的蜕变过

程 ． 即价值观 的发现 问题后想办法完整 的解决 问题进

而领悟知识方法的全面性 ， 最后对它进行举
一

反三到

发展 问题 的层次 ． 笔者 以高三
一

节
“

三角 函数
”
一

轮复

习 课为 例 ， 以微课为载体 ， 对复 习 课如何在 ３Ｄ 课堂理

念下开展更有效的教学进行研究 ．

一

、 ３Ｄ课堂概述

３Ｄ 课 堂 即 注重学生发现 （ ｄ ｉ ｓ ｃ ｏ ｖ ｅ ｒ ）

—领悟 （ ｄ ｉ

？

ｇ ｅ ｓ ｔ ）

一

发展 （ ｄ ｅ ｖ ｅ ｌ ｏ ｐ ） 的过程 ． 发现是
一

个带有主观

色彩的行为动词 ， 蕴含着人从未知 到 明 了 再到深刻理

解的过程． 学之道在于悟 ， 感悟 的过程体现在感性 与

理性 的 融合 ． 感悟 的 过程应该贯 穿 于课堂学 习 的 始

终 ． 发展是课堂 的最终 目 的 ， 只有发展 了 才 能说 明 教

学的成功 ．

“

３Ｄ 课堂
”

以学生 的主体性与教师 的主导性 为 中

心 ， 其核心思想来源于布鲁纳 的
“

发现教学
”

、科勒 的

“

领悟说
”

、 赞科夫 的
“

发展性教学
”

等 ． 它是师生共 同

遵循 的 教学纬度和 要义 ； 是优化教学行 为 的 有 力 举

措 ； 是学校
“

公 民素养 ， 精英气质
”

育人 目 标 的 创新体

现 ； 是教师专业发展 的成长平 台 ； 是素质教育文化建

构 的重要途径 ． 释义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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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基于课程标准与学情 ， 预设科学性 、 灵动性的

教学方案 ；

（ ２ ）情境创设具有科学意义 与研究价值 ， 契合学

生最近发展区 ；

（ ３ ） 问题探究指 向 高位 ， 展现师生思维轨迹 ， 培养

学生的 阐发能力 ；

（ ４ ）尊重学生 多元视点 ， 激活创造思维 ， 打造和谐

的课堂文化 ．

２领悟 （ Ｄ ｉ ｇｅｓ ｔ ）

—

内省型课堂

（ １ ）有机开展 自 主 、 合作学 习 ， 在师生 、 生生互动

中建构知识体系 ；

（ ２ ）教师发 问 与学生追 问并举 ， 搭设教学支架 ， 破

解学科难点 ；

（ ３ ）注重基础知识输入 ， 基本技能得到 内 化 ， 关注

认知能力培养 ；

（ ４ ）开展学法示导 ， 与心灵对话 ， 实现学生本我与

超我的耦合 ．

３发展 （ Ｄｅｖｅ ｌｏｐ ）

—－生长型课堂

（ １ ） 教师要成为倾听者 ， 从倾听 中 发现学生学 习

前后变化的量与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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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精心选题 ， 当堂检测 ， 从评议 中 发现学生 的 吸

收与消化水平 ；

⑶学生概念澄清有延伸空 间 ， 问题研究具有较大

的持续性 ；

⑷从现象体验到本质悟会 ， 于对立统
一

中产生观

念 、情感的共鸣 ．

“

３Ｄ 课堂
”

， 发现是基础 ， 领悟是条件 ， 发展是 目

的 ， 三者构成
一

个有机 的整体 ． 基于学生个体知识储

备与认知操作 的 差异性 ， 以核心概念和原理解读为平

台 ， 以智能环 的相互作用 为桥梁 ， 形成
一

个师生 、 生生

对话 、交流的信息场 ， 全力 打造
一

个集
“

研究型 、 内 省

型 、 生长型
”

于
一

体的课堂教学范本 ．

二 、教学实践

１ 教学设计

⑴教学 目标 ：

①让学生各取所需熟练化成
一

个角 的三角 函数 、

求三角 函数单调 区间 、求三角 函数值域 ；

②掌握三角 函数图象￥移 ；

③感受化归与数形结合思想 ， 感受 自 己动手合作

学 习 的乐趣 ．

⑵重点 、 难点

重点是三角 函数 的化简 ， 掌握化成
一

个角 的
一

个

三角 函数方法及解题规范 ；

难 点是 图 象 的平移 ， 从形到数 ， 再从数到形 的结

合 ． 体会数形结合思想 ， 理解平移 口诀的 由来 ．

Ｃ３ ）学情分析及措施

对于三角 函 数这块知识在高
一

必修 四课本 中 已

经学过 ， 对于高考在填空和大题第
一

题 中 出现属于基

本题 ． 主要要求学生掌握基本方法和规范解题 ， 是本

节课教学的主要任务 ． 对于学过的 内 容 ， 有 的学生记

忆清晰 ， 也有 的学生 比较模糊 ， 根据这
一

层次不 同对

于各类题型不熟 的学生各取所需 ． 所 以微课设计 出两

类 ： 第
一

类是微视频 ， 给 出化成
一

个角 的三角 函数 、 求

三角 函 数单调 区 间 、 求三角 函 数值域 的解题方法 、三

角 函数 图象平移 ． 这三类题型 比较熟悉 的学生不需要

全看 ， 只需做做过关训 练就可 以再研究 图 象变换 ， 对

于不熟的学生通过观看视屏回忆总结 ， 再给 出规范解

答 ； 第二是制作几何画板 ， 图象平移 的难点 ， 需要结合

画板让学生通过现象 ， 结合 图象变换 的规律 ， 最后共

同探索利用代数再去解释这
一

规律 ， 感受数形结合思

想 ．

⑷教学准备

①教学设备

投影设备 、 多 台配备耳机的平板 电脑至少两人
一

台 、 几何画板软件 、播放视频软件 ．

微课程 内容

视频一 ： 化成
一

个角 的三角 函 数 ， 以 Ｐ ＰＴ 形式 ， 利

用 平板 电脑手写笔功能及屏幕录像专家 ， 录制化成
一

个角 的
一

个三角 函数 的原理 ， 并附例题进行讲解 ， 给

出规范的解答过程 ． 时间大约 ３ 分钟 ．

ａ ｓ ｉ ｎ ａ 
＋

ｂ ｃ ｏ ｓ ａ 
＝

Ｊａ
２

＋
ｂ

２

ｓ ｉ ｎ
（
ａ ＋  ＜

ｐ）
， 其 中角 终边

过
（
ａ

，
６
）

．

推导 ：
ａ ｓ ｉ ｎ 〇 ： ＋ ６ ｃｏｓ ａ 

＝ 」ａ
２

＋
６

２

ｓ ｉ ｎ
（

ｃｔ 
＋

ｐ）

＝
＼
Ｊ
ａ

２

＋ ｂ

２

 （
ｓ ｉ ｎ ａ ｃ ｏ ｓ  （ｐ 

＋
ｃｏｓ ｏｌ ｓ ｉ ｎ  （ｐ）

得 到 ： ｃｏ ｓ ＜

ｐ 

＝  
ａ
 ｓ ｉ ｎ （

ｐ 

＝
—

， 由 三 角

＾ｌａ
２

＋ ｂ Ｊａ
２

＋
ｂ

函数定义知 ： ｐ 角终边过 （
ａ

，

６
）

．

例 １ ：
－

 ｎ／＾ ｃｏ ｓ ％ 

－ 派 ｓ ｉ ｎ ｘ  ？

视频二 ： 求三 角 函 数 的单调 区 间 ， 同样 以 ＰＰＴ 形

式 ， 利用 平板 电脑手写笔功能及屏幕录像专家 ， 录制

复 习 求三角 函数单调 区 间 的方法原理 ， 并配合例题规

范解答 ． 时间大约 ３ 分钟 ．

例 ２ ：

ｙ 

＝
ｓ ｉ ｎ

（＾
－

２＾
）

视频三 ： 求三角 函数 的值域 ， 同样 以 ＰＰＴ 形式 ， 利

用平板 电脑手写笔功能及屏幕录像专家 ， 录制求例题

中 的三角 函数值域和最值的解题规范 ． 时间 ２
－

３ 分钟 ．

例 ３ ： 已知 ＊ ｅ
［Ｕ ］

， 求
／（

＊
）

＝

如
ｉｎ

（
２＊ 

＋ｆ

的值域 ．

视频 四 ： 本节课重 点 、难 点 内 容 为 三角 函 数 的 图

象变换 ， 首先让学生 回忆三角 函 数 的 图 象 的 两种变

换 ， 从形 的角 度利用几何画板软件制作 图象 的动态变

换 ， 让学生深刻感受 图 象 的变化情况 ， 再利用 代数法

点 的轨迹跟踪去解释 图象变换的原理 ． 并配套例题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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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学生练习 ． 该视频作为课后接受能力较弱的学生

的补 习视频 ．

（
５

） 教学过程

①学生活动 （ 回顾 旧识 ， 各取所需 ）

Ｉ 、 将／

＂

⑷ ＝
ｃ ｏ ｓ

（
２＾ 

－

号 ）

＋
２ ｓ ｉ ｎ

（
ｘ 

－

专 ）
ｓ ｉｎ

（
％ ＋

专
）
化

成
一

个角 的三角 函数 ．

Ｉ Ｉ 、 求／⑷ ＝
ｃｏ ｓ

（
２ａ ； 

－

号
）

＋ ２  ｓ ｉｎ
（

ｘ 

－

胥
）
ｓ ｉｎ

（
ｘ 
＋

晋
）
的

单调区 间 ．

ＩＩＩ 、 求／⑷ ＝ ｃｏ ｓ
（
２％ 

－

号 ）

＋ ２ ｓ ｉｎ
（
％ 

－

＾ ）
ｓ ｉ ｎ

（
；ｃ ＋

牙 ）
在

区间 上的值域 ．

学生通过课前观看视频 １ 、 ２ 、 ３ ， 复 习 回顾三角 函

数最基本 的题型 ， 注重解题 的规范性 ． 课堂开始让学

生练 习 上述三题 ， 实则是 同
一

道题 的三个小 问 ， 通过

平板 电脑拍摄学生做题情况 （ ８ 分钟 ） ， 后投影到大屏

幕 ， 让其他学生点评 ， 重点是在解题规范上 （ ７ 分钟 ） ．

这样用 １ ５ 分钟就可 以让学生复 习 到平常至少花
一

节

课时 间 的 知 识 ， 不但提高 了 学 习 效 率 ， 还促进学生 自

主学 习 的兴趣 ， 增加新鲜感 ， 提升学生 的情感态度和

价值观 ．

接下来学生借助事先做好的几何画板 ， 感受三角

函 数 图象平移 的特征 ， 进
一

步验证 以下两种变换 （ 如

何 由 ｙ 

＝
 ｓ ｉ ｎ ＊ 的 图象得到 函 数 ｙ 

＝

｜
ｓ ｉｎ

（
２＊

－

￥ ）
的 图

象 ） ． 教材提供 了两种方式 ： 先平移再伸缩 ； 先伸缩再

平移 ．

通过几何 画板追踪 点 能发现 图 象上任意
一

点 是

怎么变化的 ， 从代数角度诠释这
一

现象 ．

②建构数学

ｙ
＝

ｆ （
ｘ

）

￣

＊

ｙ
＝

ｆ （
ｘ 
＋

２
）

研究相 同纵坐标下横坐标的平移 ： 点
（％／（％ ） ） 向

左平移 ２个单位得到 ｈ 

－

２／〇ｇ ）

图象平移的本质 ： 图象上点坐标变化

教育技术 １

问 题 发 现

教育技术 ３

教学樽式导 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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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应用数学

例 ４ ． 先将 函 数 ｙ
＝

／ （
＊

）
的 图 象 向 右平移 ｆ 个单

０

位 ， 再将所得的 图象作关于直线 的对称变换 ， 得

到 函 数 ｙ 

＝
ｓ ｉｎ

（

ｉ 

－

２＊
）
的 图 象 ， 则 ／ （

； ＞ ：

）
的 解 析 式 是

练 习 ． 将 函数 的 图象 向右平移 普 个单位 ，

〇

再将 所得 的 图 象 作 关于 点
（ｉ

，
ｌ
）
的 对称变换 ， 得 到

ｙ 

＝
ｓ ｉ ｎ

ｇ
－

２％
）
的 图象 ， 则求 ／Ｗ 的解析式 ．

④课后练 习

Ｉ 、 已知 函数
／（

％
） 

＝
ｄ

（
ｃ ｏ ｓ

２

— 

＋
ｓ ｉｎ Ｘ

） 

＋
６  ．

（ １ ） 当 １ 时 ， 求 ／ （
％

）
的单调递增 区 间 ；

（ ２ ） 当 ａ＜ ０ 且 ％ ｅ
［
０

，

Ｔｒ
］
时 ， ／⑷ 的值域是 ［

３
，
４

］
，

求 ａ
，６ 的值 ．

Ｉ Ｉ 、 设 
ｘ ｅ

 ［

Ｉ
，

号
］

， ／ （
％

） 

＝

士
（
ｓｉ ｎ

２

ｘ 

－

ｃｏ ｓ＼ 

－

ｆ ） 

＋

參 ｉ ｎ
２

卜
詈

）
， 求 ／〇

ｃ
）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

ＩＩＩ 、 己知函数 ／（
ａ ：

） 

＝
ｃｏ ｓ

２

（
； ？ ： ＋

苦 ）
， ｇ （

；ｃ
）

＝
 １ ＋

如
； １］ ２ ； ＞ ：

．

（ １ ）设 ；ｃ 

＝
＊

。
是 函数 ｙ

＝

／ （
；ｃ
）
图象的

一

条对称轴 ， 求

办 ０ ）
的值 ；

（ ２ ）求 函数 ／！⑷ ＝

／⑷ ＋的单调增区 间 ．

⑤总结

回顾并掌握化成
一

个角 的
一

个三角 函 数及单调

区 间 、值域的方法 ；
三角 函数 图象平移 的两种方法 ： ①

先平移再伸缩 ； ②先伸缩再平移 ； 函数 的 图象平移化

归到点 的变换 ．

三 、实施建议及反思

课前 ， 教师要做好大量 的预设 ， 因 为研究课不 比

平 时 的讲授课 ， 当主动权交给学生时 ， 课堂上会有大

量 的生成 ， 解决不好就浪费 了 课堂 时 间 ． 所 以课前必

须深入 了解学生 的 实际情况做好预设 ， 这样为课堂生

成保驾护航 ．

课堂上除 了平时基本功外 ， 需要多关注 问题 的 引

导和新生成 的 问题的解决 ， 发散性 的学生活动 中生成

往往有意想不到 的 问题 ， 需要及 时的解决或 引 导 ， 既

保证课堂 的完整性又要兼顾课堂的艺术性 ．

课后 ， 教师需要进行教学反思 ， 撰写案例心得 ， 形

成论文 以供 以后总结提炼 ， 不断思考知识 、 学生 、 教师

这三者之 间相互作用 的关系 ， 如何把握
一

个度就能达

到更好的效果 ， 在理论高度上为尝试智慧教育提供有

力 论证 ． 从课堂预设反思亮点与不足 ， 到课堂生成处

理 的挑战 ， 形成案例 为 智 慧教育 的发展推波助 力 ． 这

既是教师个人成长 的
一

次跨越也是智慧教育 向 前
一

步的特征表现 ． 不断 的提炼总 结经验方法 ， 不断 的在

实践中探索发现 ， 深入其中 ， 其乐无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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