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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手相让“主动权”
斯鑫锋

（浙江诸暨荣怀学校）

就本人在数学教学中的真实环节说说自己的点滴感想。

2011年 10月初, 本人所在学校高三数学复习到“解斜三角
形”这一环节。周三上午的一堂课，本人到高三某班讲“正余弦定

理”第一课时。该班是一个重点班，数学基础较好，学生上数学课

也比较投入，喜欢讨论、探究，也爱跟老师较劲。讲该课之前本人

自然是精挑细选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例题以熟练正余弦定理的应用。

安排的例 1是 2008年浙江理科 13题：在吟ABC中，角 A、B、
C所对的边分别为 a、b、c，若（ 3姨 b-c）cosA=acosC，则 cosA______。

分析自然是两种代表性思维。

其一将已知式统一为角（正弦定理的应用）

（ 3姨 sinB-sinC）cosA=sinAcosA
得 3姨 sinBcosA=sinAcosC+cosA sinC=sinB

疫sinB屹0亦cosA = 3姨3
其二将已知式统一为边（余弦定理的应用）

（ 3姨 b-c）·b2+c2-a2
2bc =a·b2+a2-c2

2ab 交叉相乘整理得 3姨 b2-
2bc+ 3姨 c2- 3姨 a2=0

亦cosA= b2+c2-a2
2bc = 3姨3

小结完例 1后自然引出了例 2：在吟ABC 中，角 A、B、C 所对
的边分别为 a、b、c，并且 a2=b（b+c），求证 A =2B。

刚想开口分析思维方向，有好些学生开口嚷嚷：“让我们想

想，让我们想想。”作为新教材高三的一轮复习时间是相当紧凑

的，一节课规划不到位很可能跟不上复习的节奏及知识点的落

实，但此时我突然觉得很多时候“有效教学”不是针对某节课而言

的，而应该把课堂放在整个高三复习体系中，从而客观评价是否

对提高高考成绩真正“有效”。既然学生都开口要求要思考的空

间，我何不拱手让一下课堂的“主动权”。于是我干脆倡导学生自

主思考后说说思维过程，甚至可以到黑板上书写一下解题过程。

如果你的解法与黑板上的解法不同，你可以上来继续写。这样一

来学生激情高涨，跃跃欲试。近 15分钟时间，黑板上竟然写了好
几种方法，我当时被学生迸发出来的思维火花所惊讶，解法多样，

有些方便简单，有些计算繁琐些，也有一种解法留下了外延的细

节疑问。

本人摘录如下：

解法 1：疫a2-b2=bc

亦cosA= b2+c2-a2
2bc = c-b2b

cosB= a2+c2-b2
2ac = b+c2a

亦cos2B=2cos2B-1=2·（b+c2a ）
2-1= c2-b2

2a2 =（c-b）（c+b）2b（b+c） =cosA

得 A=2B
解法 2：cosA = c -b2b = sinC-sinB2sinB 得 2cosA sinB=sinC-sinB =

sin（A+B）-sinB
得 Sin（A -B）=sinB得 A -B=B或 A -B+B=仔（舍）
得 A=2B

解法 3：由正弦定理 sinA= asinB
b 而已知 ab = b+c

a

亦sinA= b+c
a sinB= bc+c2

ac sinB

由已知 bc=a2-b2亦sinA= a2+c2-b2
ac sinB=2cosBsinB

亦sinA=sin2B得 A=2B

解法 4：cosB= c+b2a = b（b+c）2ab = a2
2ab = sinA2sinB

亦sinA=sin2B得 A=2B
显然解法 3、4中 sinA =sin2B 从而得出 A =2B 是有细节错误

的。于是本人提示其他学生在借鉴方法的同时找找存在的问题。

没多久就有学生主动板演了完善细节的思维过程：因为 sinA =
sin2B得 A=2B或 A +2B=仔当 A +2B=仔时由 A +B+C=仔得 B=C即
b=c。因为 sinA =sin2B 所以由已知得 a2=b2+c2 此时吟ABC 为 Rt
吟得 A =90毅，B=C=45毅，满足 A=2B。

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想到学生会用这么多的变通环节解决该

题，解决该题时对正、余弦定理的应用已属灵活，即使有细节的不

完善也给了学生较多科研知识的外延。虽然解这道题用了半节课

的时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更多例题的涉及，但我始终有一种“物

超所值”的感觉，学生参与后对知识感悟的深刻已不是老师讲更

多例题所能匹敌的，这何尝不是有效的课堂教学。学生学习数学

的过程，是一个以积极心态调动原有的知识、经验，尝试解决新问

题，同化或顺应新知识积极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靠学生自

己来完成。因此，数学教学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强烈需

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一句话：老师，拱手让出你的“主动

权”吧！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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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行高中数学教材教学内容多且分散，教学进度紧凑。随着高中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教师如何采取有效的教学策略

提高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有效性，是当前学校教育刻不容缓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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