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握位置关系 凸显方程功能
———高三第一轮复习课课例《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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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湖北省高中青年数学教师优秀课评比与观

摩活动于 2011 年 11 月 10 日在荆州落下帷幕，我校教师

李琦作为仙桃市参赛选手之一，所讲课题《直线与圆锥

曲线的位置关系》荣获省一等奖． 现将这一课的教学实

录整理如下:

1 温故导入课题 方程登台亮相

师: 我们知道，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有三种: 相交，

相切，相离． 你还记得它们的判定方法吗?

生1 : 圆心到直线的距离 d 与半径 r 进行比较，d＜ r

时，直线与圆相交，d = r 时直线与圆相切，d＞r 时直线与

圆相离．

师: 不错，这是几何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生1 : 还可以把直线与圆的方程联立起来，消元以后

求方程的判别式，△＞0 时，直线与圆相交，△ = 0 时，直

线与圆相切，△＜0 时，直线与圆时相离．

师: 很好，这位同学所说的是代数法，其实质是将交

点个数问题转化为对应的方程组的解的个数问题，进而

转化为方程根的问题，借助判别式来判断．

( 板书) 1． 交点的个数方程根的个数

师: 从这里我们能看到，方程的判别式有判定位置

关系的功能．

( 板书) ①判定

师: 这种方法虽然没有几何法直观，但它具有一般

性，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来探讨如何运用这种方法，并

借助方程这一工具来处理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

问题． ( 板书课题)

2 讨论交点个数 凸显判别功能

师: 首先我们来看交点问题．

( 幻灯片展示) 问题 1 已知直线 l 过定点 M( 0，2) ，

抛物线 C: y2 = x，直线 l 与抛物线 C 何时有一个公共点?

两个公共点? 没有公共点?

探究 1 用什么方法判断公共点个数问题?

( 给学生约 10 秒钟读题)

师: 讨论过定点的直线与抛物线的交点个数，请同

学们用刚才的方法和工具试一试．

师: 哪位同学告诉我你的做法?

生2 : 设直线方程为 y = kx+2，与抛物线方程联立，消

去 y 得到一个方程，△＞0 时，有两个公共点，△ = 0 时，

有一个公共点，△＜0 时，没有公共点．

师: 这是一个分类讨论的问题，他考虑的是否全面

呢?

生3 : 还有斜率不存在时，直线与抛物线只有一个公

共点．

师: 补充的很好，还有吗?

生3 : 还有方程的二次项系数为 0 时，也只有一个公

共点．

师: 这位同学既细心又严谨，注意到用点斜式设直

线时，要注意斜率是否存在． 同时当所得方程的二次项

系数含参数时，要注意讨论． 在几位同学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得到了完整的解答过程． ( 幻灯片展示过程)

师: 我们也可以通过图形观察一下( 演示动画) ，与

我们的计算是一致的． 从这道题的解题过程来看，我们

不仅要用好方程，而且还要善于结合图形的直观性来观

察特殊位置时的交点情况．

3 研究交点范围 凸显结构功能

师: 下面我们将这个问题拓展一下，当交点有范围

限制时，又该怎样用这种方法和方程这个工具来处理

呢? 请看变式．

( 幻灯片展示) 变式 过点( 0，2) 的直线 l 与椭圆
x2

4

+y2 = 1 的两个交点在 y 轴右侧，求直线 l 的斜率的取值

范围．

( 学生小声议论)

师: 交点在 y 轴右侧，仅用判别式行吗? 坐在一起

的同学可以互相讨论一下．

( 学生讨论时教师巡视并指导，约 1 分钟)

师: 解决这样的问题，有哪些招数呢? 哪位同学告

诉我?

生4 : 联立直线与椭圆方程，消去 y 得到一个方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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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式大于 0，x1 +x2 ＞0，x1x2 ＞0．

师: 这招不错，将“y 轴右侧”这个条件转化为根的

分布问题来处理，很全面，滴水不漏． 还有没有哪位同学

有不同的招数?

生5 : 要使交点在 y 轴右侧，直线斜率小于 0，判别式

大于 0． ( 学生一边说教师一边演示动画)

师: 这招更厉害了，将“形”分析的淋漓尽致，简洁明

快，把数与形完美的结合起来了． 两位同学虽然处理的

方法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都是由“形”向数的等价转

化． 这两招都挺管用的，相信同学们很快就能算出结果，

左边的同学用方案 1，右边的同学用方案 2，比一比，看

谁做得又快又好!

( 2 分钟 后，左 右 两 边 的 同 学 各 自 报 上 结 果 k ＜ －

槡3
2 ． )

师: 这个结果是正确的． ( 幻灯片展示过程)

师: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道题，当交点有范围时，

可以转化为方程根的分布问题来解决，进而求解控制不

等式组．

( 板书) 交点有范围方程根的分布求解控制不

定式组

4 通过反例辨析 凸显检验功能

师: 我们已经比较全面的研究了交点问题，在位置

关系中，人们更感兴趣的是相交这种情况，因为相交就

有会产生弦，比如定点弦，中点弦，焦点弦，弦长等，至于

焦点弦，我们后面再专门研究，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中

点弦问题．

( 幻灯片展示) 问题 2 ( 人教 A 版《数学》选修 2－

1P62B 组 4) 双曲线 x2 －y
2

2 =1，过点 P( 1，1) 能否作一条直

线 l，与双曲线交于 A、B 两点，使点 P 是线段 AB 的中点?

探究 2 假如存在这样的直线 l，你能求出这条直线

吗?

( 给学生约 10 秒钟读题)

师: 这是一个讨论存在性的问题，处理这类问题通

常首先应该…?

生: 假设存在这样的直线．

师: 那么要确定这条直线，它经过已知点 P，通常我

们还要确定…?

生: 斜率!

师: 对，就是斜率! 注意到 P 是弦 AB 的中点，求中

点弦的斜率，你想到了什么方法?

生6 : 点差法．

师: 能说说具体的做法吗?

生6 : 将两个端点 A，B 坐标代入曲线方程后作差，求

直线斜率．

师: 谢谢这位同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还有其他的做法吗?

生7 : 设直线方程为 y－1 = k( x－1 ) ，A( x1，y1 ) ，B( x2，

y2 ) ，P 点坐标就是(
x1 +x2
2 ，

y1 +y2
2 ) ，联立直线与双曲线方

程，再用根与系数的关系解出斜率．

师: 这位同学利用中点坐标列出等式，进而求出斜

率，也是一种很不错的方法． 下面左边的同学用方案 1，

右边的同学用方案 2，试试看!

( 约 3 分钟后，左右两边的同学各自报上结果斜率

为 2． )

师: 看来大家结果一致，都求出直线 y = 2x－1，这是

最后的答案吗? 认为还需要继续验证的同学举起你的

右手．

( 很多学 生 显 出 奇 怪 的 表 情，此 时 有 一 个 同 学 举

手． )

师: 大家意见不统一啊! 那么我们就来一场辩论，

请这位举手的同学作为辩论的正方代表，不举手的同学

就是认为不需要验证了，你们作为辩论的反方． 首先请

正方阐述你的观点．

生8 : 还要验证判别式是否大于 0．

师: 你是怎样发现的?

生8 : 因为直线与双曲线要相交．

师: 反方，哪位代表来发表意见?

( 没有人回答)

师: 没有人啊，那么你们是否同意正方的观点呢?

生: 同意!

师: 哦，原来你们已经倒戈了啊! 那么，我宣布，正

方获胜! 同学们，是不是应该来点掌声送给他!

( 学生鼓掌)

师: 看来有时候，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啊!

接下来，请同学们将直线方程代入双曲线方程，求一下

判别式，迅速验证． 算出结果请举手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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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40 秒后) 生: 判别式小于 0．

师: 那么这样的直线存在吗?

生: 不存在．

( 幻灯片展示过程)

师: 我们也可以通过图形来观察一下． ( 几何画板演

示) 没有交点，跟我们刚才的计算是一致的． 这个问题给

了一个教训，直线与圆锥曲线相交时，要注意用判别式

来进行检验，否则就容易不知不觉犯下错误．

师: 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判别式还具有检验功能．

( 板书) ②检验

5 尝试综合应用 凸显计算功能

通过前面的解答，我们已经看到了方程的优越性，

那么我们来小结一下，方程的功能有哪些?

( 板书) 方程的作用:

师: 除了判定和检验位置关系，方程还可以帮助我

们求什么?

( 无人回答)

师: 想一想，在刚才这个题目中，我们中点的坐标是

如何表示的?

生: (
x1 +x2
2 ，

y1 +y2
2 )

师: x1 +x2，y1 +y2 是如何得到的?

生: 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

师: 不错，在这里，方程还帮我们表示了中点．

( 板书) ③求中点坐标

师: x1 +x2，y1 +y2 除了在中点坐标中用到，还有哪里

会用到呢?

生: 弦长．

师: 一语中的! 这是方程的第四个作用，求弦长．

( 板书) ④求弦长

师: 原来方程在处理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时

发挥了这么重大的作用，不得不令人对它高看一眼． 接

下来，我们继续来感受方程的神奇功能．

( 幻灯片展示) 问题 3 斜率为 1 的直线 l 与抛物线

y2 = x 交 于 A，B 两 点，在 y 轴 上 是 否 存 在 点 M，使 得

△MAB 为正三角形? 如果存在，求出点 M 的坐标，如果

不存在说明理由．

探究 3 当△MAB 为正三角形时，点 M 应满足哪些

条件?

( 给学生约 10 秒钟读题)

师: 这又是一个讨论存在性的问题，处理这类问题

通常首先应该…?

生: 假设存在这样的点 M．

师: 那么我们将它的坐标设为 M( 0，m) ，要求 m，这

是一个定量问题，经验告诉我们，定量的最好工具是方

程，同学们，这又是方程啊! 接下来，我们就来寻找与 m

有关的条件列方程．

( 学生思考)

师: 想一想，要使△MAB 为正三角形时，点 M 应满

足哪些条件?

生: |MA | = |MB | = | AB |

师: 不错，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大家想想，M，A，B 三

点坐标不确定，可想而知，用三边关系计算量较大． 再想

想，坐在一起的同学可以互相讨论一下．

( 约 1 分钟后) 师: 哪位同学把你们交流的结果跟大

家分享一下?

生9 : 取 AB 中点 Q，连接 MQ，它的斜率为－1．

师: 这个思路棒极了! 那么 M 点的坐标设出来了，

Q 点得坐标应该怎样处理呢?

生9 : 设直线方程 y= x+b，A( x1，y1 ) ，B( x2，y2 ) ，联立

直线与抛物线方程，消去 x 得到关于 y 的方程，用韦达定

理可以表示出 Q 点坐标来，代入 kMQ = －1，就可以列出一

个方程了．

师: 哦，原来又回到方程上了啊! 这位同学的思路

很清晰，表达也很准确． 不过注意到设了两个参数 m 和

b，一个方程能把它们都解出来吗?

生 9:…

师: 再想想，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其它的条件将它

们求出来． 哪位同学已经想好了?

生10 : 还有在正△MAB 中，MQ =槡32 AB

师: 这个发现很重要! 那么，|MQ |，|AB |是否可求呢?

生10 : |MQ |可以用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求，| AB | 可

用方程根与系数的关系求．

师: 还是方程啊! 谢谢这两位同学为我们分析的方

法． 这样两个方程就能解出 m 和 b 了． 哪位同学到黑板

上计算?

( 一位同学到黑板上演排，计算很正确． )

师: ( 幻灯片展示过程) 这位同学的计算过程很有条

理，写得很好． 通过这道题目的解答，我们可以看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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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方程，我们一得中点，二得弦长，最终达到了定量的目

的． ( 板书:⑤定量)

师: 在解析几何中，要求解某个量，往往寻找与它相

关的几何关系式，用代数方程来求解．

( 板书) 求解某个量寻找几何关系式用代数方

程求解

6 师生共同小结 优化方程功能

师: 本节课我们一起复习了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

关系，下面同学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你学到了哪些方

法，解决了哪些问题，有哪些收获和体会?

生11 : 主要学习了用方程来解题，交点个数可以转化

为方程的根的个数来判断，交点范围可以转化为方程根

的分布问题来处理．

师: 很好，还有哪位同学来谈谈你的体会?

生12 : 还有用点斜式设方程时要注意斜率是否存在，

所得方程的二次项系数含参数时，要讨论它是否为 0．

师: 概括的说，这节课我们主要讲了 1，2，3，4. 即:

利用一个工具( 方程) ，解决两个问题( 交点和弦) ，三个

注意( 斜率是否存在，方程是否二次，结合图形分析) ，四

种数学思想( 数形结合思想，函数与方程思想，转化与化

归思想，分类讨论思想) ．

( 幻灯片展示课堂小结)

师: 最后，请同学们下去完成几道课本上的作业．

( 幻灯片展示: 人教 A 版《数学》课本选修 2－1P80 A

组 7，8，9P81B 组 3)

点评 ( 仙桃市教科院曹时武老师点评)

课如戏．

戏有戏魂，戏魂就是贯穿全剧的人物和事件的线，

有明线也有暗线． 课亦如此，课有了魂，内容变得有血有

肉; 倘若没有魂，便是一副空皮囊，尤其是数学的复习

课，没有了魂，内容就成了毫无联系的几个孤立的题．

本节课是高三一轮复习课，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

关系纷繁复杂，问题多种多样，有交点问题，弦的问题，

有定性和定量研究的定点和定值问题，还有动态下的范

围和最值问题等等． 这是本节内容的第一课时，截取位

置关系中的什么内容，确定这一节课的“魂”应该是什

么，这些，教师用她的实践给出了智慧的回答．

内容 选取位置关系中常见的交点问题以及人们

最感兴趣的相交这一种情况，从而引申到定点弦、中点

弦和弦长问题．

“魂”: 以研究解析几何的基本方法和工具———方程

来贯穿全课始终，突出了方程在解决解几问题的基本功

能: 判别功能、检验功能、结构功能和计算功能，包括定

量功能．

有了这个魂，所以本节课目标明确，重点突出，问题

和问题之间，逻辑结构层次分明，联系紧密，犹如一出结

构完整的戏．

戏有情． 戏，有悲欢离合，所以剧情有跌宕起伏． 课

亦如此． 课也讲究有悲有喜，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一同

体验情感的喜怒哀乐，从本节课的动态生成的过程中可

以看出，学生经历了这么一个情感的变化:

问题 1: ( 心情) 轻松→( 心有) 遗憾→心有灵犀．

拓展变式: 从尝试解决问题的对策到个体方案的成

功，再到同学的其他新方案使视野更广． 其情感经历了

信心不足到有了信心到信心更坚定这么一个升华过程．

其最高境界是领悟到处理此类交点范围问题的方法，即

无论是椭圆还是抛物线或双曲线都是化归为根的分布

问题来解决，突出了方程的结构功能———“魂”．

问题 2 是通过一个反例辨析来突出方程的检验功

能． 过程中学生的情感又经历了一个由兴奋到迷惘最后

达到透彻醒悟的全过程．

最后一个问题是综合应用方程的功能来解决一个

复杂的弦的问题． 教学中学生的情感经历也是复杂的，

开始是对解题方向的艰难探索，由于要确定这样的 M

点，因此要确定 M 点的纵坐标 m，这是一个定量问题，想

到了方程． 于是看到问题解决的希望． 然后继续探寻 M

点满足的几何条件，虽然有过挫折但最终还是找到了两

个简洁的方程． 于是云开雾散，最后通过方程来计算终

于获得成功，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将情感体验推向了

高潮．

课要有情． 要用能生情的内容来引导学生触发情

感． 同时，教师也要像戏中的演员一样，用自己丰富的情

感来驱动学生的情感． 有了情，课就生动起来，学生在情

感的驱动下，就会积极主动地动口、动脑、动手． 倘若没

有情，想一想，那是多么的枯燥无味啊!

但愿我们的课，尤其是高三的复习课，能够像戏一

样有一个坚实的魂，更能够产生波澜壮阔的情!

( 收稿日期: 201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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