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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是高中 数 学 的 重 要 内 容，也 是 高 考 数 学 试 题 的 热 点 之 一，对 此 内 容 如 何 进 行 复 习、整

合？从而打造高效课堂，这是每个高三老师一直思考的问题。下面以一节高三复习课“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为例，谈谈

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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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是高中数学的重要内容，也

是高考数学试题的热 点 之 一，对 此 内 容 如 何 进 行 复 习、整 合

从而打造高效课堂，这是每个高三老师一直思考的问题。下

面以一节高三复习课“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为例，谈

谈我的想法。

引入

教师：圆锥曲线与直线的位置关系有哪几种类型呢？

学生：有相交、相切、相离。

教师：那么如何评判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呢？

学生：直 线 方 程 与 圆 锥 曲 线 方 程 联 立，根 据 所 得 方 程 组

根的个数进行判断。

教师：从 几 何 图 形 分 析，可 以 从 直 线 与 圆 锥 曲 线 的 交 点

个数得到直线与圆锥 曲 线 的 位 置 关 系；从 代 数 角 度 分 析，可

以从直线与圆锥曲线 联 立 所 得 方 程 组 根 的 个 数 判 断 直 线 与

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

探究：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的判定。

已知椭圆Ｃ：
ｘ２

４＋
ｙ２

２＝１
的 左 右 顶 点 分 别 为Ａ１、Ａ２，过

点Ｐ（ｍ，ｎ）的直线ｌ。

【问题１】当ｍ＝１，ｎ＝１时，判定直线ｌ与椭圆Ｃ的位置

关系。

（学生板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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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直线ｌ与椭圆Ｃ相交。

学生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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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Ｐ（１，１）在椭圆内，所以直线

ｌ与椭圆Ｃ相交。

学生３：同学１的解题过程缺少讨论过点Ｐ 垂直于ｘ轴

的直线ｘ＝１与椭圆位置关系，应补上。也可以通过设直线ｌ

方程为ｘ－１＝ｔ（ｙ－１）进行判定。

【问题２】当ｎ＝１时，直线ｌ与椭圆Ｃ相交，求实数ｍ 的

取值范围。

学 生 ４：设 直 线ｌ 方 程 为 ｘ－ｍ ＝ｔ（ｙ－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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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５：仿同学２的做法，当且仅当点Ｐ（ｍ，１）在椭圆内

时，直线ｌ与 椭 圆Ｃ 才 恒 相 交。所 以 由
ｍ２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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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得

槡－ ２＜ｍ＜槡２。或 者 通 过 作 直 线ｙ＝１，与 椭 圆 交 于 点

Ｍ（ 槡－ ２，１），Ｎ（槡２，１），当 点Ｐ（ｍ，１）在 点 Ｍ 和 点Ｎ 之 间

时，直线ｌ与椭圆Ｃ才恒相交。

【问题３】当ｍ＝１，ｎ＝１时，是否存在直线ｌ，使ｌ与椭圆

交于Ａ，Ｂ 点，且 Ｐ 为 弦ＡＢ 的 中 点？ 若 存 在，求 出ｌ的

方程。

学生６：首先 检 验 直 线ｘ＝１是 否 符 合 题 意，显 然 不 符

合。由同学１的解 法 知（２ｋ２＋１）ｘ２＋４ｋ（１－ｋ）ｘ＋２（１－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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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８：同学６、７都忘记验证直线与椭圆相交，需补充。

【问题４】当ｍ＝１，ｎ＝０时，直线ｌ与椭圆交于Ａ，Ｂ 点，

且｜ＡＢ｜＝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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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直线ｌ的方程。

学生 ９：先 验 证 直 线ｌ 的 特 殊 位 置 ｘ ＝１ 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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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同学 们 答 的 很 好。回 顾 同 学 们 的 解 答 思 路 和 过

程，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结论：

（１）从代数的性 质 来 分 析，判 断 直 线 与 圆 锥 曲 线 的 位 置

关系的解题思路和方式。

位置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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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研究直线与圆锥曲线相交的过程中，经常使用“设

而不求”的方法。设交点为Ａ（ｘ１，ｙ１），Ｂ（ｘ２，ｙ２），则

当 曲 线 为 椭 圆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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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曲 线 为 双 曲 线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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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曲 线 为 抛 物 线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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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式①、②、③可 知 等 式 左 端 的 几 何 意 义 是 直 线ＡＢ

的斜率，右 端 和 弦ＡＢ 中 点 坐 标 有 联 系，设 弦ＡＢ 中 点 坐 标

为（ｘ０，ｙ０），则ｘ１＋ｘ２＝２ｘ０，ｙ１＋ｙ２＝２ｙ０，因 此 此 方 法 只

能解决与弦所在 直 线 的 斜 率、弦 中 点 有 关 的 问 题。另 外，对

于二次方程来说，无论判别式Δ正负，韦达定理都成立，所以

在使用该方法时，注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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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江 苏 省 高 考 考 试 说 明 对 本 节 的 要 求 是：能 解 决 直

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的判定，从过定点（或动点）的直线

与椭圆的位置关系为背景，有效地探究了直线与圆锥曲线的

公共点的有无、多少及弦中点、弦长计算问题，并归纳其解决

方法。灵活运用点在曲线上这一最基本的条件进行推理，真

正达到“设而不求”和 减 少 运 算 量 的 目 的。符 号 运 算 是 学 生

的 弱 项，这 样 的 训 练，进 一 步 加 强 了 学 生 的 抽 象 思 维 能 力。

通过对特殊位置的探 究，类 比 推 广 到 一 般 情 形，达 到 举 一 反

三，触类旁通。从课堂气氛看，学生探究的热情是高涨的，效

果是良好的。

新课改下对教师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 求，其 职 责 在“激 发 学

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并 提 供 充 分 从 事 数 学 活 动 的 机 会，帮 助

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 作 交 流 中 真 正 理 解 和 掌 握 基 本 的 数 学

知 识 与 技 能，以 此 获 得 广 泛 的 数 学 活 动 经 验。”作 为 一 线 老

师，我们确实感受到一些新思维、新变化、新收获。如何改变

传统的教学思路以适 应 素 质 教 育 的 发 展 是 摆 在 我 们 面 前 的

重要课题，如果 我 们 每 节 课 的 知 识 点 都 能 让 学 生 多 一 些 探

究，那么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就会更高，能力会更强，这样

的课堂才是高效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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