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教育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徐涛（1980—），男，汉族，湖北麻城人，本科，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为高中数学。 
 

高中数学教学中圆锥曲线非对称性问题及对策探讨 
徐 涛 

湖北省麻城市第三中学，湖北 黄冈 438300 

 

摘要：本研究主要探析高中数学教学中圆锥曲线的非对称性问题及其解决对策，以提升学生对该类曲线的理解能

力。先分析对椭圆、双曲线和抛物线的非对称性特征，揭示学生在理解过程中的常见困惑与误区。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了强化几何直观、建立坐标与方程联系、实施分类讨论和情境化问题设计等教学策略。研究结果表明，这些

对策在改善学生对圆锥曲线非对称性理解方面具有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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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曲线在高中数学课程中并非仅仅是几何中的

一个分支，它承载了代数、解析几何和实际应用的多

重知识融合。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圆锥曲线之于数

学学习就如同一扇窗口，透过它可以深入理解数学的

逻辑之美。然而，这一部分知识对称与非对称的特性

常常使学生对其本质产生混淆，尤其是非对称性特征

所带来的认知负担，容易让他们陷入思维的瓶颈。传

统的圆锥曲线教学中椭圆、双曲线和抛物线的对称性

多被强调，然而非对称性问题往往难以被有效识别，

这种忽略会直接影响学生对图形空间结构的理解。学

生的认知障碍不仅源自图形本身的复杂性，更在于其

难以在符号和图形之间建立清晰的联系。本研究将通

过教学策略的优化来探讨如何有效化解学生对圆锥曲

线非对称性的认知难题，进而帮助学生在学习中重构

逻辑。通过实践与分析，希望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 

1 高中数学教学中圆锥曲线中的非对称性问

题分析 

1.1 椭圆与双曲线的非对称性特征 

数学中的椭圆和双曲线分别因其不同的对称性特

征展现出复杂的几何关系。对于椭圆，尽管具备以两

个焦点为基础的对称性，但它在两个方向上表现出不

同的对称特点。尤其是在主轴与副轴的差异上，椭圆

的几何形状并不完全对称，使学生难以将此对称性转

化为空间理解中的等效结构。相较于椭圆的两轴对称，

双曲线的对称性表现则更具挑战性。双曲线的中心对

称和不重叠的两分支结构，使得学生在理解它的整体

对称性时，需从中心出发，但其对称的开放方向却形

成了难以直观把握的认知障碍。双曲线的对称性虽然

在理论上以中心为轴，但这种开放的结构和对称的分

布在教学中常常成为学生认知的盲区。 

1.2 抛物线的非对称性 

抛物线因其几何特性独具一格。与椭圆和双曲线

的双向对称性不同，抛物线只在一侧体现了与焦点、

准线之间的关系。抛物线的一侧是“开口”的，另一

侧却紧密围绕着准线和焦点，这种单一方向的非对称

性使抛物线在几何构造上与其他圆锥曲线截然不同，

给学生理解带来了实际障碍。尤其是在讨论抛物线的

对称轴和准线关系时，学生往往无法同时在符号和图

像之间建立有效联系。抛物线的焦点和准线关系引发

的非对称性更要求学生在构建空间理解时，能够兼顾

图像与解析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由于缺乏对单

侧对称性结构的直观理解，抛物线的非对称性常常使

学生产生模糊的认知，使他们在面对解析几何问题时

难以从图像上找到解决途径。 

1.3 非对称性问题对学生理解的影响 

数学教学过程中非对称性问题对学生的理解构成

了多方面的影响。学生在学习中普遍表现出对称性思

维的偏向，即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对称结构，而非对称

结构则常常成为其思维发展的障碍。对于椭圆的不同

轴对称性，学生难以在脑海中构建出等比缩放后的图

形，因而对其焦点位置的实际意义产生困惑。此外，

双曲线的双分支和开放式的对称性也增加了学生的理

解难度，他们容易将双曲线的非对称性理解为两条完

全独立的曲线，而忽略了它们通过中心对称而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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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几何性质。抛物线因其独特的单侧开口结构，对

准线的非对称性要求学生同时理解解析几何中的符号

运算与几何图形的关系，但这在学生心中常常模糊不

清，尤其是在解决问题时，学生难以将焦点、准线和

对称轴等元素统一到一个逻辑框架内，影响了对图形

整体结构的把握。 

2 解决高中数学教学中圆锥曲线非对称性问

题的教学对策 

2.1 强化几何直观教学 

圆锥曲线教学中，学生在初次接触椭圆、双曲线

和抛物线时，往往倾向于通过对称性来快速建立图形

的整体印象，这一策略在简化理解方面有一定作用，

但也让学生在应对非对称性问题时产生障碍。因此，

教学的第一步便是帮助学生通过几何的直观理解来打

破这一思维惯性，特别是对于非对称性较强的曲线，

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呈现图形的动态特征，从而在视觉

认知上让学生掌握这些曲线的特殊性。 

教师在实际操作中可以使用动态几何软件，通过

实时变换的过程展示不同圆锥曲线的形状变化
[1]
。以椭

圆为例，调整其长轴和短轴的长度，让学生能够观察

到对称轴的变化对图形的影响，同时也可以让学生直

观理解其对称性背后的非对称性本质。例如，当椭圆

的长轴较短轴加长时，椭圆在视觉上的对称性逐渐显

现；而当长轴缩短时，图形会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

结构。这一动态演示有助于帮助学生在最直观的层面

上打破图形的表面对称性，从而对复杂的非对称结构

产生更深的认知。 

除软件演示外，实际的模型展示也是一种有效的

方式。物理模型可以帮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观察到不

同轴长和曲线分布对于图形结构的影响。通过模型的

翻转、旋转，学生可以从多个角度观察不同类型的圆

锥曲线，尤其是对椭圆和双曲线的不同分支的实际空

间布局。此过程能够使学生在视觉化和操作中形成几

何图形的立体概念，培养其对圆锥曲线的整体认识和

对非对称性的敏锐度。 

直观教学的一个核心在于帮助学生逐步建立空间

感知，这是非对称性问题的基础，也是解决问题的核

心技能之一。在实际解题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先构

建图像来帮助分析坐标和参数的变化，进而发现不同

坐标点在非对称曲线中的独特位置，这一认知过程提

升了学生对图形的理解，也为后续的坐标转换与计算

奠定了基础。通过直观几何的训练，学生在面对圆锥

曲线问题时能够更为灵活地处理对称性与非对称性，

具备了从图形特征出发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 

2.2 建立坐标与方程的联系 

圆锥曲线的教学中解析几何的作用在于将几何特

征通过方程来表达，代数与几何的相互转化是帮助学

生理解对称与非对称性的重要手段，尤其对于圆锥曲

线，非对称性往往体现在方程的符号结构和具体数值

关系上，通过方程的形式化描述，学生可以更深刻地

理解非对称性的来源，学生在此过程中可以通过观察

不同类型圆锥曲线方程的结构特点来了解其对称性特

征，并发现其与几何形态的直接联系
[2]
。例如，抛物线

方程的表达式体现了非对称性，即 x 与 y 轴并不完全

对等，表明其单侧开口的结构，通过分解抛物线的方

程式，让学生理解 x 和 y 坐标的独特关系，从而在数

学结构中直接体验到非对称性的本质。学生在观察到

方程中的差异时，能更好地理解为何曲线会在某一方

向上保持开口，并且通过调整参数观察曲线在不同数

值下的变化，逐步从符号中理解非对称性，此过程帮

助学生从方程的代数表达入手，发现几何图形的特性

和解析几何的深层逻辑。 

在教学中，坐标和方程的联系还可以通过实践演

练来进一步强化。例如，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一组圆

锥曲线方程，要求学生将其图形化，从而在代数符号

与图形之间建立直观的映射关系。学生在绘制过程中

会遇到不同的对称性与非对称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

解答可以使他们对方程的符号结构形成敏锐的辨识能

力
[3]
。例如，当学生绘制双曲线时，中心对称性的结构

特点能够直接在方程中体现，而不同的分支会因参数

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开口方向。学生在这一系列的

操作中通过代数与图形的双向联系来掌握非对称性的

变化规律，从而在直觉层面上形成对圆锥曲线特征的

全面理解。通过实施上述教学策略，可以帮助学生在

分析图形时能够同时考虑几何形状与代数特征，掌握

如何在坐标和方程之间建立联系，这是解析几何中的

一项重要技能，也为进一步的逻辑推理和计算提供了

基础。通过坐标与方程的双重理解，学生逐渐克服了

非对称性带来的认知挑战，使其在面对圆锥曲线问题

时可以更加从容地进行思维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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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施分类讨论教学法 

圆锥曲线的非对称性特点在不同曲线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因此教学中需要对每种类型的曲线进行单独

分析，以便学生能够针对性地掌握不同的几何特征。

例如，对于椭圆，其非对称性主要表现为主轴与副轴

的差异，双曲线则在中心对称与双分支上展现出特殊

的非对称性结构，而抛物线的单侧开口和与准线的独

特关系则是理解其非对称性的关键。因此，针对不同

类型的曲线特点实施分类讨论有助于学生形成针对性

的理解。 

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分类讨论并非单纯的理论分解，

而是让学生通过自我探索和分析来逐步发现每类曲线

的特殊性。例如，引导学生从椭圆的定义入手，思考

主轴和副轴长度对曲线形状的影响，进而引导学生得

出椭圆的非对称性结论。在讨论双曲线时，可以从中

心对称性和开放的双分支结构入手，引导学生理解其

分支间的关联性
[4]
。在抛物线的教学中，可以特别讨论

其单一焦点与准线关系对非对称性造成的影响，通过

分类讨论使学生逐步掌握每种曲线的独特非对称性特

点。 

具体操作中，教师可以将每一类曲线的讨论设置

为一个独立的模块，让学生从定义、性质、对称性等

多方面入手展开探讨。每个模块结束时，布置一个具

有挑战性的问题，让学生运用新学到的知识对非对称

性问题进行分析
[5]
。例如，设计一个包含椭圆和抛物线

的综合问题，要求学生识别每类曲线的非对称性特征，

并据此作出正确的判断。通过这样的问题引导，学生

在分类讨论中逐步掌握了每类曲线的非对称性特点，

并且学会根据问题的要求选择合适的解决策略。分类

讨论教学法不仅在知识结构上帮助学生系统性地掌握

了圆锥曲线的特性，还通过问题讨论和分析增强了学

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在面对非对称性问题时，学生可

以根据不同曲线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应用所学知识，避

免了统一思维的干扰，从而在实际解题中表现出更强

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通过分类讨论的引导，学生对圆

锥曲线的认识逐步深入，对每一类曲线的非对称性问

题都具备了清晰的理解和应对策略。 

2.4 设计情境化问题解决非对称性难点 

数学教学中圆锥曲线的非对称性问题既是知识上

的理解难点，也是实际应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

设计具有情境化的实际问题能够帮助学生通过实际的

计算和应用来加深对非对称性的理解。例如，设计一

个天文学问题，将行星轨道与椭圆的长短轴相关联，

让学生通过计算不同位置的行星速度来体验非对称性

在物理现象中的体现。学生通过这样的问题情境能够

在实际情境中看到非对称性所带来的差异，这种体验

式的学习对加深学生的理解具有显著的效果。情境化

问题的设计不仅是为了增加课堂的趣味性，更在于引

导学生从数学的抽象思维中跳脱出来，去体验数学在

现实中的实用性
[6]
。例如，在设计一个涉及抛物线的抛

物运动问题时，学生可以通过计算物体的运动轨迹，

观察到抛物线在现实中是如何反映出非对称性的特点

的，这一过程让学生认识到非对称性不是一个简单的

数学特征，而是与现实世界的现象紧密相关的特性。

学生通过上述学习过程能够进一步建立起数学知识与

现实应用之间的关联，从而增强对非对称性问题的理

解。此外，情境化问题的设计还可以通过开放性的问

题设置来引导学生的探索性思维。例如，给出一个与

建筑工程相关的情境，让学生设计某种特殊的抛物线

形状的桥梁，要求其能够承受特定方向的压力，学生

需要计算抛物线的非对称特性，还需要考虑实际应用

中的结构问题，这样的情境让学生在多方面的思考中

加深了对非对称性问题的认识。 

3 结语 

本研究围绕圆锥曲线教学中的非对称性问题展开，

力图解决学生对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等图形的理解

困境。通过几何直观教学、解析几何关联、分类讨论

及情境问题设计等方法，研究在多层次上促进了学生

对非对称性特征的掌握。这一系列策略帮助学生打破

认知的障碍，使其更有逻辑地理解曲线的构造特性并

在面对圆锥曲线的变换和计算时具备更加严谨的思维。

尽管教学策略的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圆锥曲线教

学仍然需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探索，以便学生能够

在今后的数学学习中真正做到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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