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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空间解析几何 》 课堂教学设计探究①

王雪丽

�北京工业大学实验学院 北京 �������

摘 要
�

该文以 《高等数学》下册的《 空间解析几何》 若�和 若�内容为例
，

谈谈我的课堂教学设计
，
目的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

接受空间解析几何的思想方法
，

系统完整的认识和掌握点线 面知识
，

为高等数学后 面 多元函数的微积分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

关键词
�
空间解析几何 向量 直线 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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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解析几何》 号�空间向量及其运算
、

号�空间平面和直线

方程内容是学生学过的简单内容
，

并且是为学生推广学习及后面

多元函数的积分做准备
。

为此
，

考虑对这两节内容的课堂教学处

理
�

抛开书本内容的次序
，

考虑从点的集合论角度出发
，

从简单入

手
，

由一点扩到多点
，

从一维空间到多维空间不同的表现形式
，

引

出点
、

线
、

面的表示及其几何意义
，

目的使学生系统完整的认识和

掌握点线面的知识
。

具体做法如下
。

� 点

点在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表示
，

从一点开始
�

在一维空间
，

它与数轴上的点对应
，

表示是取值取自于实数域

上的点
。

在二维空间
，

可以通过其位置�坐标或向径�对应表示
，

为了表示

这一点
，

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
，

或极坐标系
，

使用有序实数��
，
��

，

��
， 。 �或向量����刃表示

。

这里
，

为了表示同一点的两个坐标之间

的关系
，

从其几何关系不难得出
��一 ���� 。 ，

�一 �
洲 。 关系式

�
同

时
，

重点强调学生不太熟悉的内容
�

向量的概念和性质
、

几何意义
�

在三维空间
，

与二维空间同样的考虑
，

建立坐标系— 空间

直角坐标系
，

或柱面坐标系
，

或球面坐标系
，

坐标表示点为��
，
�

，

�
�

，

�。
，
�

，�
�
，

�。
，
�

，

中�或向量表示��
���

���、
�

，

几何得出同一点

不同的坐标之间的关系等等
。

以此类推
，

可推广研究任意维数的空间中的点的表示
。

� 线

线由点构成
。

几何描点即可得到线
。

如何表示线呢�众所周知
，

曲线上任一点的坐标都满足方程
，

不满足方程的点不在曲线上
。

利用线的这一特性
，

我们可推导出它的坐标表示
。

由简单入手
，

最简单的是直线
�

在二维空间中
，

���对于空间中的一条直线
，

在直线上任取两

点��
，，
��

���
�，
���

，

通过两点的向量运算可得到直线的方向向量

��
�一��

，

��一���
，

通过直线过的点��
，，
���及得到的直线的方向向量

���一�，，
��一��

�
，

都可使用两点式确定给出表示直线的直线方程�

��一�
�

����
�一��卜��一�

�

����
�一��

��即直线上任一点与两点中的一

点确定的直线与两点确定的直线方向相同�
�
或者通过几何计算

直线的斜率��� 。 一��
�一��

����
�一��

�
，

使用点斜式给出直线方程

�一��一��
�一��

����
�一��

���一�
�

�
。

注意
，

两点式和点斜式方程是恒

等变形而已
�
除此表示之外

，

由两点式方程不难给出直线的参数

方程表示
，

即取比值作为参变量�得到��一����
，
�一�����

，

即

��一�������一��

�
，
�一��

州
��一��

��
。

���对于空间中的两条直线
，

他

们的位置关系无外乎平行
，

相交或者垂直
。

若两条直线平行
，

特

点
�

两条直线方向相同
，

因此
，

对应直线方向向量对应成比例
�
若

两条直线垂直
，

从代数的层面考虑
，

即对应直线方向向量点乘积

为零
，

从而引出 号�向量的运算及其性质
。

这里要详细讲解
。

在三维空间中
，

与二维空间同样的考虑
，

���对于空间中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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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初中生物课堂的教学效率明显提高
，

初中生物教学中应用

积极心理学之后
，

整个初中生物课堂可谓是充满正能量
，

教师和

学生都以一种积极向上
、

乐观的心态参与课堂教学
，

整个课堂气

氛都得到了很大转变
，

原先课堂上搞小动作
、

睡觉等行为已经不

复存在了
，

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学习生物知识
，

参与课堂师生之

间的互动环节
，

因此
，

初中生物课堂的整体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

得到明显提高
。 —

科 技 教 育

语言是一门艺术
，

在教学的过程中
，

教师要善于使用这一门艺

术
，

不断的使用艺术的语言
，

鼓励学生
，

不断地激发学生参与生物

学习的积极性
，

让学生参与其中
，

不断地发挥自身的发散性思维
，

以此来提高学生的效率和质量
，

实现教学目标
。

� 积极心理学研究在生物课堂教学中的具体改进措施
�

�

�教师要提升综合素质
，

积极使用新方法

新的时期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
，

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不

断的出现
，

给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

教师面临新的机遇
，

在此背景

之下
，

教师必须要积极抓住机遇
，

迎接挑战
，

不断的参与各种培训

活动
，

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修养
，

同时要不断的扩充自己的视野
，

不断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
，

在教学的过程中全面了解积极心理学

研究
，

保证自己可以灵活应用这一方法
，

提高教学效率和水平
。

�
�

�充分利用实践机会
，

增强学生的积极体验

初中生物教学中涉及到许多生物实验和实践机会
，

教师要严

格利用这样的实践机会
，

让学生亲自动手实践
，

感受生物的魅力
，

同时在学生参与实践的过程中
，

体现成功的喜悦
，

提升学生的幸

福指数
，

以此来提高学生参与生物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
�

�善于使用艺术的语言
，

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 结语

积极心理学理念在初中生物教学之中的应用是一种全新的教

学理念和方法
，

在实践的过程中需要逐步的扫清思想障碍
，

要充

分的理解在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坚定不移的坚持推行这一方

法理念
，

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

并且解决问题
，

逐步促进其与

生物教学的有机结合
，

促进生物教学实现新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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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
，

在直线上任取两点��
�，
�，，��

�
，

��
�，
��

，

���确定给出两点式直

线方程��一
��
���

��一���一��
�一���一��一�

�

���凡一�
�

�
，

及相应的直线参

数方程��一����
，
�一����

，�一�����
。

没有本质的变化
。

以此类推
，

可推广任意维数的空间的直线研究
。

� 面

面也是由点构成的
。

几何描点即可得到面
。

如何表示面呢�仍

然遵循曲面上任一点的坐标都满足方程
，

不满足方程的点不在曲

面上
。

利用面的这一特性
，

我们可推导出它的坐标表示
。

最简单的面是平面
，

仍然从点出发
，

下面给出平面的方程表示
�

从学生认知的角度
，

都知道
，

两条平行直线
、

两条相交直线
、

直

线和直线外一点
，

以及不共线的三点确定一个面
，

但无论哪种情

形
，

都可归结为可取到不共线的三点确定一个平面
，

因此
，

下面着

重解决不共线的三点确定表示平面问题
�

大家都知道
，

确定平面

的关键要素是只要知道面上的一点和固定面不动的
“
杠杆

”

�即面

的法向量�
，

这个平面就完全确定了
，

由此
，

面上的一点不难从三点

中任选一点即可
，

剩下的问题转变为如何由三点确定平面的法向

量问题
，

仍然从代数的层面考虑
，

由三点的向量运算可确定法向

量
，

从而引出本章 号�的知识点代数的差乘积运算�凡一��，
��一��

，

��一���
�
��

�一��
，
��一��

，��一��一��
，

�
，��

。

这里重点讲授差乘积运算

的定义
、

性质
�

并且使用点法式�平面的法线垂直于平面上的任一

直线��
，

�
，�》 ��一�，，

�一�，，�一���一�确定平面方程��凡一�������

������
�一��卜�也给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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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维空间中
，

点的集合表示的是平面上的区域
。

在三维空间中
，

点的集合表示的是空间上的区域
。

对以上点的集合
，

我们从微观研究
，

相应微小部分即为将来要

介绍的面积元
、

体积元的知识
，

它是按照通常的做法
，

我们统称为

是格子法�即坐标变量取常量�例如在二维空间直角坐标系下使用

平行于坐标轴的直线去分割得到的格子��得到
。

当然
，

此处是扩展

学生的思维
，

略讲
，

明白思想
，

在后面用到的地方细讲
。

总之
，

笔者通过这样的教学思路进行教学实践
，

并与传统课堂

按照课该次序进行讲授比较发现
�

学生的听课状态明显发生了改

变
，

学生认真听并且能够坚持听下去的人数明显增多了
，

学生的

求知欲增强了
，

听课率提高了
，

并且从学生辨识方程在解析几何

中的表示反映出学生听课效果明显改善
。

由此启示我们
�

从学生

的认知角度出发
，

以教给学生完整的知识体系
，

过程体现课程的

思想方法不失是我们课堂教学的一个有效教学设计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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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点的集合的考虑

在一维空间中
，

点的集合表示的是数轴上的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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