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学生学会“选择”　使课堂绽放“精彩”
———高三一轮复习课“解三角形”的教学与感悟

刘国祥　（江苏省宜兴中学　２１４２００）

１　 背景描述

由江苏省中小学 教 学 研 究 室 主 办、宿 迁 市 中 小

学教学研究室和江苏省宿迁中学承办的江苏省第十

三届中学数学教学高级论坛，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
２０日在江苏省 宿 迁 中 学 举 行，主 题 为“转 变 教 学 方

式，提升关 键 能 力”，活 动 形 式 是 课 堂 展 示、专 家 报

告、专题发言以及经验介 绍．全 省 近２００名 中 学 数 学

教育教学专家和 代 表 齐 聚 一 堂，共 论 数 学 教 育 教 学

的艺术、畅想数学教育教学的未来．
在本次论坛中，笔 者 应 邀 开 设 了 一 节 关 于 高 三

数学一轮复习的展示课，课题是“解 三 角 形”．授 课 学

生来自宿迁中学创新实验班，他们基础扎实，思维敏

捷，数学学习的积极性高，有较强的合作精神和探究

能力．本课是“解三角形”复习的第一课时，教学的定

位是“厘 清 知 识 框 架，突 出 方 法 重 选 择，渗 透 思 想 提

能力”．新颖的过程设计、丰富 的 学 生 活 动，催 生 了 精

彩的数学课堂，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受到了听课

专家与教师们的肯定与好评．

２　 过程展示

２．１　 师生对话，引入课题

师：三角形中有哪些元素？

生众：三条边，三个角．
师：６个元素中至少需要几个条件，就能确定 三

角形？

生众：至少需要三个条件．
师：什么是解三角形？

生众：解三角形就是已知三个条件求其余边角．
师：解三角形有哪些工具？

生众：正弦定理、余弦定理．
师：你还记得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的内容吗？

（学生回忆两个定理的内容，教师板书．）

师：解三角形是高中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价值，是高 考 必 考 的 知 识 点．如
何才能准确、灵 活 地 运 用 正 弦 定 理 和 余 弦 定 理 求 解

有关“解三角形”的问题呢？下面，我们做一些探讨．
２．２　 梳理知识，建构方法

例１　（必修５第１７页）在△ＡＢＣ中，角Ａ，Ｂ，

Ｃ的对边分别为ａ，ｂ，ｃ，求证：ｃ＝ａｃｏｓ　Ｂ＋ｂｃｏｓ　Ａ．
生１：转 化 为 证 明ｓｉｎ　Ｃ＝ｓｉｎ　Ａｃｏｓ　Ｂ＋

ｓｉｎ　Ｂｃｏｓ　Ａ．
师：化 边 为 角，实 际 上 用 了 正 弦 定 理 变 形：在

△ＡＢＣ中，ａ∶ｂ∶ｃ＝ｓｉｎ　Ａ∶ｓｉｎ　Ｂ∶ｓｉｎ　Ｃ．

生２：右式＝ａ·
ａ２＋ｃ２－ｂ２

２ａｃ ＋ｂ·
ｂ２＋ｃ２－ａ２

２ｂｃ

＝ｃ．
师：化角为 边，实 际 上 用 了 余 弦 定 理 变 形．三 角

恒等变形两条途径：化边为角、化角为边．

图１

生３：在 △ＡＢＣ
中，过 点Ｃ 作ＣＤ ⊥
ＡＢ（图１），ＡＢ＝ＡＤ＋
ＤＢ ＝ ｂｃｏｓ　Ａ ＋
ａｃｏｓ　Ｂ．

师：化 斜 三 角 形

为直三角形．
生４：ＡＣ→ ＋ＣＢ→ ＝ＡＢ→ ，则ＡＣ→ ·ＡＢ→ ＋ＣＢ→ ·ＡＢ→ ＝

ＡＢ→ ·ＡＢ→ ，则问题可解决．
师：请同学们谈谈“解题之道”．
学生适当交 流，形 成 以 下 共 识：化 角 为 边、化 边

为角、化斜为直、向量法．
师：同学们在解题过程中可谓左右逢源，体现了

方法选择的价值．
２．３　 尝试运用，学会选择

·片段１　 知识联想 ——— 公式的合理选择

例２　（必修５第２４页）在△ＡＢＣ中，角Ａ，Ｂ，

Ｃ的对边分别为ａ，ｂ，ｃ，面积为Ｓ，槡３（ａ２＋ｂ２－ｃ２）

＝４Ｓ，则角Ｃ＝　　　．
师：依据恒等式左边结构特征，选择什么公式？

生众：余弦定理，变换为２ａｂ　ｃｏｓ　Ｃ．
师：面积 公 式 有 哪 些 表 述？ 依 据 结 构 合 理 选 择

什么公式？

生众：Ｓ＝
１
２
ｂｃ　ｓｉｎ　Ａ＝

１
２
ａｈ（ｈ为边ａ上的高），

本题选择Ｓ＝
１
２
ａｂ　ｓｉｎ　Ｃ，得出Ｃ＝π３．

师：审视等式结构特征，合理选择公式，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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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的关键．
·片段２　 思路调控 ——— 方向的准确选择

师：三角形中有三条边和三个角，结合正弦定理

和余弦定 理 分 析 已 知 哪 些 边 和 角 就 可 以 求 其 余 的

边角？

生：已知三边、两边及夹角、两边及一边对角、两

角及一边可以求其他三个边角．
师：在 确 定 的 三 角 形 中 解 三 角 形 就 是“知 三 求

三”．
例３　（必修５第１７页）在△ＡＢＣ中，角Ａ，Ｂ，

Ｃ的对边分别为ａ，ｂ，ｃ，Ａ＝π４
，ａ＝槡３，ｓｉｎ　Ｂ＝

３
５
，

求边ｃ的长．
师：是上述解三角形中哪一类？

生众：已知两角及一边，求边ｃ．
师：要求边ｃ有哪些路径？

生１：先求ｓｉｎ　Ｃ，再用正弦定理求边ｃ．
师：怎样来判定ｃｏｓ　Ｂ 的符号？

生２：用正弦定理求出ｂ　＝ 槡３　６
５
，由ａ＞ｂ，得出

Ｂ 是锐角．
生３：因为在 △ＡＢＣ 中ｓｉｎ　Ａ ＞ｓｉｎ　Ｂ，所 以Ａ

＞Ｂ．
师：生１和生２用到了常见结论：在三角形中Ａ

＞Ｂｓｉｎ　Ａ ＞ｓｉｎ　Ｂ．
生４：先 利 用 正 弦 定 理 求 出ｂ，然 后 再 利 用 余 弦

定 理ａ２＝ｂ２＋ｃ２－２ｂｃ　ｃｏｓ　Ａ，得出方程２５ｃ２　－ 槡３０　３ｃ

－２１＝０，得出ｃ　＝ 槡７　３
５
，ｃ＝－槡

３
５
（舍）．

图２

生５：过Ｃ作ＣＤ ⊥ＡＢ（图２），

垂 足为Ｄ，在Ｒｔ△ＣＢＤ 中，求出ＢＤ

＝ 槡４　３
５
，ＣＤ＝ 槡３　３

５
，在Ｒｔ△ＡＣＤ中，

求出ＡＤ＝ 槡３　３
５
，得ｃ　＝ 槡７　３

５
．

师：精彩！化斜三角形为 直 角 三 角 形．请 你 对 这

三条路径谈谈自己的看法．
生６：生１是化到角，难点是角Ｂ的判定；生４是

化到边，难点 是 解 方 程；生５是 用 几 何 方 法 来 解，较

难想到．
师：归纳 得 很 好！ 这 三 种 方 法 也 是 解 三 角 形 常

见方法．实际上，生１和生５是 从 代 数 和 几 何 角 度 实

施等价转化，生４是构造方程，隐含了方程思想．
例４　（２０１７ 年 江 苏 高 考 应 用 题 改 编）在

△ＡＢＣ中，角Ａ，Ｂ，Ｃ的对边分别为ａ，ｂ，ｃ，且ａ＝

图３

１４，ｂ＝４０，ｃｏｓ　Ｂ＝－
３
５
，求ＢＣ边

上的高（图３）．
师：要 求ＢＣ 边 上 高ＡＤ，有 哪

些路径？

生１：在 △ＡＢＣ 中 先 用 余 弦 定

理求ＡＢ，再在Ｒｔ△ＡＢＤ 中求高ＡＤ．
生２：在△ＡＢＣ中求ｓｉｎ　Ｃ，再在Ｒｔ△ＡＣＤ中求

高ＡＤ．
师：请你判断哪条思路运算更有效？

生３：生２运算更有效，该问题中角Ｂ 明确是钝

角，无需判断；而 生１运 算 难 点 是 解 方 程，解 方 程 的

运算量可能偏大．
师：在 解 题 的 十 字 路 口 我 们 要 学 会 选 择．事 实

上，若按照生１的思路，得到方程应该是５ｘ２＋８４ｘ－
７　０２０＝０，在２０１７年高考中许多同学就因为此方程

不会解而中途放弃．如果遇到这 种 情 况，我 们 要 能 换

一个角度，转到生２的思路上去，实现化难为易．
师：我们把上面的问题归纳起来，就得到解三角

形的内容、方法、思想的思维导图（图略）．
·片段３　 思维引领 ——— 方法的灵活选择

例５　（必修５第１６页例２改编）在 △ＡＢＣ中，

Ｄ 为ＢＣ中点，∠ＢＡＤ＝
π
４
，∠ＣＡＤ＝

π
６
，ＡＢ＝槡２，

求中线ＡＤ 的长度．
师：请同学们自行设计思维导图．
生１：思维导图：先求ＡＣ，再求ＡＤ．
师：求边ＡＣ有哪些路径？

生２：在 △ＡＢＤ 中， ＡＢ
ｓｉｎ∠ＡＤＢ

＝
ＢＤ

ｓｉｎ∠ＢＡＤ
；在

△ＡＣＤ 中， ＡＣ
ｓｉｎ∠ＡＤＣ

＝
ＤＣ

ｓｉｎ∠ＤＡＣ
，得到方程．

生 ３：依 据 Ｓ△ＡＢＤ ＝Ｓ△ＡＤＣ，得 到
１
２
ＡＢ ·

ＡＤｓｉｎ∠ＢＡＤ＝
１
２
ＡＤ·ＡＣｓｉｎ∠ＣＡＤ．

师：通过两次使 用 正 弦 定 理 和 等 积 法 来 构 造 方

程得到ＡＣ＝２，生３更简捷．
师：求ＡＤ 有哪些路径？

生４：在 △ＡＢＤ 和 △ＡＣＤ 中利用余弦定理，得
到ＡＤ．

生５：利 用 向 量 的 中 线 表 达 式ＡＤ→ ＝
１
２
（ＡＢ→ ＋

ＡＣ→ ），然后利用向量平方运算．
生６：在△ＡＢＤ中过Ｂ作ＡＤ的垂线ＢＭ（图４），

容易求 得ＢＭ ＝１，Ｓ△ＡＢＤ ＝
１
２
Ｓ△ＡＢＣ，利 用 等 积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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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ＡＤ．
师：同学们从 不 同 角 度 来 求ＡＤ，用 到 了“算 两

次”、向量法、等 积 法．请 同 学 们 观 察 一 下 图 形，能 否

从另一边作垂线？

　 图４　　　　　　　　　 图５

生７：在 △ＡＢＤ 中过Ｃ作ＣＮ ⊥ＡＤ（图５），在

Ｒｔ△ＡＣＮ 中，求 得ＡＮ ＝槡３，在Ｒｔ△ＡＢＭ 中 求 得

ＡＭ＝１，ＤＭ＝ＤＮ＝槡
３－１
２

，可得ＡＤ＝槡
３＋１
２

．

生８：取ＡＣ 的 中 点 为Ｅ，连 结 ＤＥ（图６）．在

△ＡＤＥ中，有ＤＥ＝槡
２
２
，∠ＤＡＥ＝

π
６
，∠ＡＤＥ＝

π
４
，

在 △ＡＤＥ 中可以求解．

　 图６　　　　　　　　 图７

生９：延长ＡＤ 到Ｍ，使ＡＤ＝ＤＭ，构成平行四

边形ＡＢＣＭ（图７），在三角形ＡＢＭ 中可求解．
师：生７实际上用了“化斜为直”的方法，生８、生

９通过 作 辅 助 线 把 条 件 汇 聚 到 同 一 个 三 角 形 中，转

化成基本问题．
２．４　 总结反思，完善认知

师：请同学们讨论本次学习的收获．
学生自我总结，分组交流，教师适当补充．
生：本节课复习了解三角 形 的 有 关 内 容．解 决 解

三角形问题 的 常 用 方 法 有：化 边 为 角、化 角 为 边、化

斜为直、向量法等，根据题目的条件灵活地选择方法

是我 们 要 着 力 解 决 的 问 题，其 核 心 思 想 是 化 归 与

转化．
师（结束语）：本 节 课 我 们 以 师 生 合 作 交 流 的 方

式共同探究了解 三 角 形 的 有 关 问 题，通 过 本 节 课 的

学习，同学们充分地体会到解决数学问题，知识是基

础，思想是 灵 魂，方 法 是 核 心，要 善 于 用 数 学 思 想 方

法作指导，根 据 问 题 的 条 件，灵 活 地、恰 当 地 选 择 方

法来解决问题．在数学学习中，如 果 我 们 都 能 不 断 地

反思总结，努力改善教与学的方式，就能有效地提高

学习效果，实现我们的梦想和追求．

３　 教学感悟

（１）以 教 材 习 题 为 主 要 载 体，在 知 识 的 梳 理 中

完善认知结构

在高三一轮复习 中 应 以 课 本 为 基 础，以 课 本 核

心概念、典 型 例 习 题、定 理 推 导 等 为 蓝 本 进 行 变 式、

重组，并将资料融入课本，从知识、方法、思想三个维

度构建完备体系，使之系统 化、结 构 化、网 络 化．高 三

一轮复习课的知识梳理，通常的做法是先梳理知识、

概念，然后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而 本 课 采 用 的 方 法 是

从课本基本问题解决过程中梳理知识、提炼方法、渗

透思想，实现知识结构的完善和方法体系的建构．
本课所选题目来自课本，例１是证明射影定理，

其证明方法涵盖 本 节 课 要 讲 的 四 种 基 本 方 法：化 边

为角、化角为边、化斜为直、向量法，从而构建方法体

系．其中，“化斜为直”方 法 源 于 正 弦 定 理 推 导，是 解

决三角问题的重要策略，在 例３、例４中 有 充 分 的 体

现．例１同时涉及正 弦 定 理 和 余 弦 定 理 的 逆 用，例２
突出公式 的 选 择，从 例１和 例２分 析 中 完 成 知 识 梳

理．例３、例４重点 是 题 型 梳 理，让 学 生 明 白“解 三 角

形问题无非就是立足三个边角条件，借助公式化简，

利用方程思想解出另外三个变量”．在 解 答 过 程 中 完

成方程和等价转化思想的梳理．
（２）以 问 题 解 决 为 主 要 策 略，在 方 法 的 选 择 上

提升能力素养

三角恒等式的 变 形 要 善 于“察 题 观 式”，依 据 结

构特征灵活选择公式，避免化简走弯路．如２０１７年无

锡期末考试题：在 △ＡＢＣ中，角Ａ，Ｂ，Ｃ的对边分

别为ａ，ｂ，ｃ，ｓｉｎ　Ａ＋ｃｏｓ２
Ｂ＋Ｃ
２ ＝１，求ｓｉｎ　Ａ．学生

变形得到ｓｉｎ　Ａ＋ｓｉｎ２
Ａ
２＝

１后，大部分学生选择降

次公式而导致因 过 程 繁 琐 最 终 半 途 而 废，归 根 结 底

是学生形成了看到平方就降次 的 思 维 定 势．其 实，观

察式子特点可以变形为ｓｉｎ　Ａ＝ｃｏｓ２
Ａ
２
，从而思路更

加自然．
在解题的十字路口让学生停下脚步对解题的方

向作判断有利于优化运算．例４假如采用方程的思路

就会因方程难解 而 放 弃，很 多 学 生 用 了 该 法 但 不 会

回头，问题 就 出 在 方 向 的 选 择 上．因 此，在 遇 到 一 题

多解时要 引 导 学 生 对 方 法 特 点 作 出 恰 如 其 分 的 评

判．例５是课本例题的变式题，是 以 已 知 三 边 求 中 线

的长度为基点，给学生搭建开放性思维平台，学生的

积极性被 充 分 调 动 起 来，他 们 相 互 启 发，思 维 活 跃，

共计有十种不同解法，归纳起来就是三条思路：一是

通过几何方法化归到同一个三角形；二是将斜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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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把握教材　提升核心素养
———以“椭圆的几何性质”的教学为例

金　鹏　（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２１５０１１）

　　 前不久，笔者有幸参加了２０１７年江苏省高中青

年数学教师优秀课观摩与评比活动，并执教了“椭圆

的几何性质”这一课 题．在 此 过 程 中，围 绕 如 何 上 好

这一节课多次与一些专家、教师 进 行 了 深 入 的 探 讨．
现将研讨中的一些观点和本节课教学设计的想法整

理成文，供各位同仁思考．

１　 教学分析

１．１　 教材分析

椭圆是非常重要 的 几 何 模 型，具 有 优 美 的 几 何

性质．在日常生活、社会生产及其 他 学 科 中 都 有 广 泛

的应用．本课是在学生学习了椭 圆 的 定 义、标 准 方 程

的基础上，第一 次 较 为 系 统 地 学 习 在 解 析 几 何 中 如

何用代数方法研 究 曲 线 性 质，也 包 括 研 究 哪 些 方 面

的性质、利用 何 种 方 法 手 段 进 行 研 究，既 有 形 的 直

观，更有数的严谨，这对后续的双曲线、抛物线，乃至

一般曲线的研究，起到重要的“示范”与“标杆”作用．

１．２　 学情分析

知识基础 　 在本节课以前，学生已经学习了椭

圆的定义、标准方程，也经历了根据椭圆定义画椭圆

的操作实验，对椭圆定义有直观的认识，对椭圆的对

称性、封 闭 性 有 感 性 的 认 识．这 些 既 是 本 节 课 的 起

点，同时也是本节课的生长点．
学习现 状 　 虽 然 此 前 已 学 习 了“解 析 几 何 初

步”，但 是 直 线 与 圆 在 初 中 平 面 几 何 中 已 充 分 研 究，

学生习惯于从形 上 入 手，当 下 要 研 究 的 椭 圆 已 难 以

完全用“平面几何”的方 法 了，那 么 该 怎 样 把 学 生 引

导到用代数 方 法 解 决 几 何 问 题 呢？ 特 别 是 高 二 学

生，更 需 要 培 养 他 们 的 逻 辑 推 理 能 力 和 理 性 思 维

习惯．
解决方 法 　 引 导 学 生 从 特 殊 到 一 般，通 过 类

比、联想，不断探究、概括、抽象出几何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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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化成直角三角形；三是利用方程思想，可以利用正

弦定理、余弦定理、等积法、向量来列方程．
（３）以 变 式 探 究 为 主 要 手 段，在 思 想 的 渗 透 中

培养理性思维

高三一轮复习的首要任务是把学生先前学的知

识连成线、铺 成 面、组 成 网，从 而 实 现 知 识 的 融 会 贯

通，不论题 目 如 何 千 变 万 化，总 能 做 到 游 刃 有 余．这

需要教师从数学 思 想 方 法 的 高 度 设 计 教 学 程 序，强

调知识结构的整体把握，克服“见木不见林”的弊端．
要实现这个预期，就应该用简单问题反映基本知识、

方法、思想，构 建 完 备 知 识 网 络，在 陌 生 的 问 题 情 境

中挖掘隐含信息，运用和选择方法解题，以提升学生

的思维能力．本节课从课本的典 型 问 题 出 发，构 建 完

备的知识、题型和方法体系，在知识运用中突出方法

的选择，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使学生实现由“学会”

向“会学”的转化．
数学思想方法是 数 学 的 精 髓，对 指 导 数 学 解 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 作 用，其 培 养 不 是 在 课 堂 总 结 时 强

调一下就能实现 的，而 是 要 渗 透 在 解 决 问 题 的 整 个

过程中．对 解 题 思 路 的 分 析、对 解 题 方 法 的 探 寻，要

能充分体现数学 思 想 方 法 的 引 领 作 用，体 现 数 学 思

想方法的指导价值．对于解三角 形 问 题，其 基 本 思 想

方法是“统一”，其思路是利用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

将已知条件和待求结论统一到边的关系上或统一到

角的关系上，再利用有关公式来解决，或者通过作辅

助线，构 造 直 角 三 角 形，实 现 问 题 的“转 化”．在 教 学

中，借助问题及其变式，引领学生在探究问题解决的

过程中，深入体会这一思想方法的运用，帮助学生养

成良好的解题习 惯 和 学 习 习 惯，从 而 有 效 地 提 高 学

生分 析 问 题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提 升 学 生 的 数 学

素养．
提高高三数学复习的有效性是一个需要不断探

索、研究和完善的课题，其中例题和活动的设计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 环 节．教 师 要 围 绕 一 节 课 复 习 内 容 的

重点和难点，结合教材内容精心设计教学例题，以例

题为载体展开教学活动，梳理知识结构，建立知识网

络，复习基本技能，指导方法选择，体会知识的发生、

发展过程，在 结 构 上 逐 步 深 入、层 层 递 进，体 现 数 学

思想方法，提 高 数 学 思 维 水 平，使 学 生 脱 离 题 海、学

会学习，使课堂精彩灵动、本真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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