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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教学应注重对典例的分析，重视通性通法，渗透数学思想方法，丰富学生的命题等价系统，并作
针对性的适当拓展，拓展学生的数学视野，进而提高其解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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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数学离不开解题，重视数学解题，又不能落入
题海，这需要科学进行解题训练，也对教师自身的研
题能力和解题教学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将解题经
验算法化，显性化，建立系统的解题模块，丰富数学命
题的联想系统，能有效地帮助学生找到解题的思路。
历年的高考试题资源丰富，同时经过各地模拟试题变
式演化，得到了充分地拓展。面对如此众多的题目，
教师如何选择取舍，如何以点概面，如何渗透思想方
法和丰富学生们的解题经验和系统，激发他们解决数
学问题的潜力和热情，对高中教学的主要阵地———课
堂的教学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笔者从以下
四个方面对数学课堂解题教学进行反思总结。
一、注重通性通法以提高解题效率

高考数学试题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的考查，
有些试题时常可以从教材的例题或者习题中找到熟
悉的背景，体现了“注重通性通法，淡化解题技巧”，
这种模式化的解题思路，是由已知条件出发，逐步分
析，自然总结得到，贴近学生的思维认知层次，符合思
维习惯，较容易引起共鸣。典型试题承载着丰富的思
想和方法，能够揭示一般的规律，植根基础，内涵广
泛，是各级考试命题的源泉，可以帮助学生巩固数学
基础知识和熟练解题的基本方法。因此，在教学中，
教师应整体把握知识脉络，充分重视学生的知识基
础，在典例教学中引导和启发通法应用，使学生形成
常规的解题意识和能力，从而能独立思考和解决基础
问题，帮助学生达到数学思维的自然化，这种教学策
略对学生数学学习的承接至关重要。

例 1 已知 f( x) = x3 － 3x + m 在区间［0，2］上任
取三个数 a，b，c，均存在以 f( a) ，f( b) ，f( c) 为边长的
三角形，则 m 的取值范围为 。

解析: 常规思维过程:① 能够构成三角形的等价
条件为，最 小 的 两 边 之 和 应 大 于 最 大 边;② 在 区
间［0，2］上任取三个数 a，b，c，得到 f( a) ，f( b) ，f( c) ，
等价于直接在函数 f( x) = x3 － 3x + m( x∈［0，2］) 的
值域上任取三个数，结合①得，只要当 x∈［0，2］时，
2f( x) min ＞ f( x) max ;③闭区间连续函数的最值( 值域)

的求解问题，即 f'( x) = 3x2 － 3，f'( x) = 0 可得 x = ± 1，
f( 0) =m，f( 1) =m － 2，f( 2) =m + 2。④解简单不等式
2( m － 2) ＞ m + 2 可得 m ＞ 6。

①②③④整个思维过程均是一些通法的应用，
看似无懈可击的推理，同时也可得到正确的答案，但

是却仍然有不严密的地方。那就是实际应用问题，必
须考虑其有意义的情况，即必须考虑三角形的三边应
该为正数，这也是函数模型教学中一直强调的内容，
因此③中应该是 2f( x) min ＞ f( x) max ＞ 0。

解题大师罗增儒认为，分析典型例题的过程是学
会解题的有效途径，所以在模式化解题的教学过程
中，应该重视对教材典例的分析，让学生养成严密的
逻辑思考习惯，同时也注意避免因题境熟悉而陷入定
势思维。
二、渗透思想方法以加深数学理解

对于数学概念或数学命题的学习，学生往往只重
视记忆与应用，而忽略在概念生成过程或命题的证明
过程的学习，而其中往往渗透着常用的数学思想方法
( 函数与方程思想，数形结合思想，化归与转化思想，
分类讨论等思想) ，教学中能让学生体会和理解，可帮
助学生做好知识的梳理，更自然的在解题中得到应
用。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能帮助学生在后续解题学
习中学会对题目的提炼和升华，对各种方法的类比和
转化，是数学解题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

例 2 已知数列 { an} 的首项 a1 = 1，前 n 项和为
Sn 满足 Sn·Sn－1 + an = 0( n≥ 2) 。

( 1) 求 a2、a3，并求通项 an ;
( 2) 若存在常数 M ＞ 0，使得 n ∈ N* ，都有

| bn | ＜ M，则称数列{ bn} 有界。设 cn = a1 + 2a2 + 3a3

+ … + nan，试判断{ cn} 是否有界，并说明理由。

解析: ( 1) 过程略，an =
1，n = 1

－ 1
n( n － 1)

，n≥ 2{ 。

( 2) n ≥ 3，cn = 1 － 2 × 1
2

－ 3 × 1
6

－ … － n ×

1
n( n － 1)

= － 1
2

－ 1
3

－ … － 1
n － 1

。

| cn | =
1
2

+ 1
3

+… + 1
n － 1

，因为 f( x) =
1
x

( x ＞

0) 是单调递减函数，根据定积分的几何意义，
1
k

=

1
k

× 1 ＞ ∫
k+1

k

1
x
dx，即

1
k

＞ ln( k + 1) － lnk，所以 | cn

| =
1
2

+ 1
3

+… + 1
n － 1

＞ lnn － ln2，显然数列{ lnn －

ln2} 无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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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生对“定积分的几何意义”，对“以直代
曲”的思想方法有所认识，那么对其中应用了定积分
的几何意义，自然可以理解。当然其中也可说涉及了
不等式的缩放，逐项的比较，并项等不等式的基本方
法。更进一步还可以用特称命题来否定全称命题以
作为最后的理由作答，如，因为 g( x) = lnx( x ＞ 0) 是
单调递增函数，所以，M ＞ 0，n0 为大于 2eM 的整
数，均有 | cn0

| ＞ M，所以数列{ cn} 无界。
三、联想命题系统以丰富知识储备

对于问题的思考，人们往往不是从最简单的方法
入手，而是从最熟悉的方法入手。因此，解题思路的
来源，与解题者的知识储备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
a，b 为非负实数，那么 a2 + b2 = 0 | a | + | b | = 0

槡a +槡b = 0a2m + b2n = 0( a，b) = 0
→
a + bi = 0a =

b = 0，所以在课堂解题教学中，对于典例的认知与学
习进而变式探究，能有助于学生解题思维的发散，激
发学生解题的知识联系反应。

例 3 在 平 面 直 角 坐 标 系 中，定 义 d( P，Q) =
| x1 － x2 | + | y1 － y2 | 为两点 P( x1，y1 ) ，Q( x2，y2 ) 之

间的“折线距离”。则坐标原点 O 与直线 2x + y － 槡2 5
= 0 上的一点的折线距离的最小值为 ; 圆 x2

+ y2 = 1 上一点到直线 2x + y － 槡2 5 = 0 上一点的折线
距离的最小值为 。

答案:槡5，槡2 5。

图 1 图 2

联想问题: 满足到两坐标轴的距离之和等于定值
k( k ＞ 0) 的所有点的轨迹方程为 。

答案: | x | + | y | = k。
解析: 第一问中，若 Q( x，y) 为直线上一点，则

d( O，Q) =| x | + | y | ，而 | x | + | y | = k的轨迹如图 1所
示的正方形，所以由图 2 可得到，当该正方形恰好与
直线交于一点时，此时 k取的最小值，即 d( O，Q) 取得
最小值。

第二问中，设 P 为圆上一点，Q 为直线上的点，如
图 3、4 所示。

图 3 图 4

由图 3 就确定了相对于圆上任一点 P，使得 d( P，
Q) 最小的Q的位置所在，而通过图4就进一步确定了
P 的位置，即将直线平移至相切位置，从而本题迎刃
而解。
四、适当延伸拓展以激发学习潜力

高考数学重视通性通法，而不会一味追求解题的
技巧。但是针对试题中的难题，对考生独立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数学的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
数据分析等核心素养能力，甚至对考生的意志品质方
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信息题、创新题一类，
经常涉及高等数学的一些概念，而又能与中学数学知
识与方法相互联系或类比的题型，所以平时教学中，
有针对性的引入拓展，能帮助学生在面对陌生题境之
时，更加从容淡定，也能为学生将来进一步学习数学，
打下良好的基础。例如在函数模型的教学中适当介
绍函数的凹凸性; 在常用逻辑用语中，灵活应用数学
符号“，”进行数学概念或命题的表达 ( 如最值，
上下界，上下确界等) ; 在圆锥曲线学习中众多的经典
问题和某些必要的二级结论的推导; 在导数学习中，
理解二阶导数与原函数的凹凸性关系，了解中值定理
或泰勒展开等知识，都能让解题者以更高的视角来看
待问题。在各地的试题中，这样的问题屡屡出现 ( 就
如例 2 中的调和级数的发散 ) ，这里不再举例赘述。
当然，这部分内容的拓展应该行之有度，视具体学情
而定，避免让学生感觉吃力、望而生畏，反而降低其对
数学的兴趣; 同时也对教师的数学素养提出更高的
要求。

课堂教学中，解题的教学往往需要师生共同进行
有效地思考和探究性的对话，往往充满着质疑与思
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使学生有效的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的同时，提高理性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
数学思维的宽度和广度，发展其数学核心素养。

波利亚曾经指出: 掌握数学就意味着善于解题。
同时，解题能力对于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及能力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学中，教师应积极探究
教学策略，寻找可以帮助提高学生解题能力的教学方
法，通过师生之间默契的配合，让学生面对数学问题
时，得到解法的自然流露，从而激发其主动思考问题
和分析 解 决 问 题 的 潜 力，有 效 提 高 其 学 习 数 学 的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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