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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大单元设计:不等式章节复习∗

陈华云,　 王万里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浙江 温州　 325015)

摘　 要:大单元设计建议介入真实情景来串接章节知识,以任务驱动活动,以活动生成问题. 文章以糖水不等式、基本

不等式作为构建课堂的桥梁,借用已掌握的章节知识、方法,寻找、验证二者推广的不等式形式,从而使整个章节得到新内

容的升华,实现复习课知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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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授课背景

本节课是笔者参加学校“促有效学习”,探究

“大单元设计”课堂变革的一节复习型展示课. “大
单元设计”建议介入真实情景来串接章节知识,以
任务驱动活动,以活动生成问题. 因此,本节课在内

容择取上尝试用天平作为情境,“温故”章节核心

知识的前提下,以糖水不等式、基本不等式作为构

建课堂的桥梁,借用已掌握的章节知识、方法,寻
找、验证二者推广的不等式形式,从而使整个章节

得到新内容的升华,实现复习课知新的目标. 本文

将教学过程做一整理,请各位专家同行指正.
2　 教学目标及重点、难点

2. 1　 教学目标

1)感受数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通过观察天

平称重,从具体情境中抽象概括出对应的不等关

系[1];
2)尝试数学探究验证的方法,由糖水不等式

与基本不等式形式的推广,领悟转化与化归、数形

结合、特殊到一般等数学思想;
3)初步应用糖水不等式、基本不等式的推广

形式,培养发散的思维习惯,提升学生数学抽象、逻
辑推理、数学建模、数学运算等核心素养.
2. 2　 教学重难点

1)重点:不等关系、不等式基本性质、糖水不

等式、基本不等式的知识梳理;
2)难点:糖水不等式、基本不等式形式的推

广.

3　 教学实录

3. 1　 引入情景,生成联系

课前准备:教师介绍天平的用途,并用图像对

其工作原理作简化(如图 1),其中 l1, l2 是力臂,
G1,G2 是物体,当天平横梁处于水平状态时,有
G1·l1 =G2·l2 .

图 1

问题 1 　 在生活中,如何用

天平去判断两个不同物体 a, b
的轻重?

生(众):观察天平两侧托盘

的高低,低的一侧物体重量大.
师:可否用数学符号表示 a,b 的大小关系?
生 1:a,b 的大小关系可能有 3 种,即 a>b,a =

b,a<b.
师:在数学中,我们常用什么方法比较 a,b 的

大小关系?
生 2:作差与 0 比大小或作商与 1 比大小.
师:除了不等关系外,本章节我们还学习了哪

些不等式的基本性质?
全体学生口答,教师用 PPT 展示如下:
1)对称性:若 a>b,则 a<b.
2)传递性:若 a>b,b>c,则 a>b>c.
3)加法性质:若 a>b,则 a+m>b+m.
推论 1　 若 a>b,c>b,则 a+c>b+d.
4)乘法性质:若 a>b,c>0,则 a·c>b·c;若 a>

b,c<0,则 a·c<b·c.
推论 2　 若 a>b>0,c>d>0,则 a·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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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乘方性质:若 a>b>0,n∈N∗,则 an>bn(其中

n≥2) .

6)开方性质:若 a>b>0,n∈N∗,则 n a > n b (其
中 n≥2) .

师:同学们总结的性质非常全面,上述哪些性

质我们可以借用天平称重来反映呢?
生 3:对称性,就是把天平两侧托盘上的物体

a,b 调换一下位置.
生 4:加法性,就是在天平两侧托盘上都放上

一个重量相同的物体 m.
设计意图　 选择天平作为整堂课的情景,通过

天平称重,可直观地反映数量的不等关系、不等式

基本性质,体现本章内容的核心“不等关系”,从而

让学生体会到知识与生活的联系,激发学生通过天

平继续发现已学知识的热情.
3. 2　 演示情景,探究联系

问题 2　 现天平两侧托盘上已放置不同重量

的物体 a,b,再在两侧托盘放上等量的物体 m,天
平横梁的倾斜程度会如何变化?

生(众):横梁的倾斜程度会变缓.
师: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就是我们曾经学过的

哪个知识?
生 5(大声喊出):糖水不等式!
众生哗然.
师:生 5 的反应非常快,请你说一下糖水不等

式的具体内容.

生 5:已知 a<b,则a+m
b+m

> a
b
.

师:看看要不要作补充?
生 5(思考片刻后):物体都有重量,因此 a,b,

m 均为正数.
师:非常好! 生 5 没有忽略掉糖水不等式的注

意细节. 那么,若 a>b,则糖水不等式的形式有何变

化呢?

生(众):若 a>b,则a+m
b+m

< a
b
.

师:如何解释不等关系
7
8
< 8
9
?

生 6:可以两边通分得到
63
72

<64
72

,也可以交叉相

乘得到 7×9<8×8.

生 7:可以用糖水不等式
7
8
<7

+1
8+1

= 8
9
来解释.

师:生 6 和生 7 的思路都很好!
设计意图　 由天平称重构建不等式性质中加

法性质与糖水不等式的联系,内化二者间关系的同

时,也提高了学生对糖水不等式的认知与理解.

例 1　 若
7
8
< q
p
< 8
9
,其中 p,q 是正整数,则求

p,q 的最小值.

生 6:还是两边通分得到
126
144

<128
144

,因此 p,q 分

别是 127,144.
师:谁有不同的看法?
生 7:用糖水不等式可以得到值更小的 p,q.

7
8

= 14
16

<14
+1

16+1
= 15
17

<15
+1

17+1
= 8

9
,

因此 p,q 的值分别是 15,17.
师:很显然,生 7 得到的数值更小,那么他得到

的数值与问题中不等式两边的分数有何关系呢?
生(众):这里的 p,q 刚好是左、右两式中分

子、分母之和.
师:你可以用一般的不等关系式表示上述的发

现吗?

生 8:如果两个分数满足 0< a
b
< c
d
<1,则

a
b
<a

+c
b+d

< c
d
.

师:可以用什么方法证明你发现的结论?
生 8:可以先通分后,作差去证明,也可以交叉

相乘后作差比大小.
师:除了用数学方法证明这个结论,生活中能

否找到实例去解释这个结论呢?
众生安静,教师给出如下情景(见表 1) .

表 1　 各种糖水的“味道”

较淡的糖水 混合的糖水 较浓的糖水

糖 糖水 糖 糖水 糖 糖水

a b a+c b+d c d

“味道”为 a
b

“味道”为a+c
b+d

“味道”为 c
d

　 　 生 9:老师,我看出来了,把较淡的糖水与较浓

的糖水混在一起,糖水的浓度会位于二者之间.
师:这样的解释非常巧妙! 其实数学中很多问

题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答案. 不等式
a
b
<a

+c
b+d

< c
d
是

糖水不等式的一种推广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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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0:老师,这里我们只找到了 p,q 的值可以

取 15,17,但怎么解释最小呢?
师: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要寻找 p,q 的最小值,

就要寻找出它们的范围. 根据已知不等关系,谁能

想到方法分别转换出 p,q 的范围?

生 11:由 7
8
< q
p
可以得到 7q<8q. 因为 p,q 都是

正整数,所以

7p+1≤8q.

同理由
q
p
< 8
9
可以得到 9q≤8p-1,消去中间的 q,得

63p+9≤64q-8,
解得 p≥17.

众生鼓掌.
师:非常棒! 我们求变量范围,往往要找到单

元变量的不等关系,生 11 很好地展示了在二元一

次不等式中,如何利用数量关系去构造一元一次不

等式的方法.
设计意图　 由混合糖水推广糖水不等式的形

式,在增加课堂趣味性的同时,也体现了数学核心

素养中的直观想象以及转化化归的数学方法. 而具

体不等式的问题求解,即是理论到实践的应用,也
是学生数学运算的培养.
3. 3　 剖析情景,推广联系

问题 3　 商店有一架两臂不等长的天平,店员

在为顾客购买的物品称重时,采用如下的称重方

式:先后将物品放在天平左右两侧,分别称出重量

后,取两次重量的平均数作为物品的实际重量. 你
认为这样的称重方法对顾客公平吗?

生 12:不公平!
师:如何从数学的角度解释不公平的原因?
生 12:假设先后两次称重为 m1,m2,按店员的

方法,物体的重量为
m1+m2

2
. 而物体的实际重量应

该这样去算(画出先后称重的两种情景,如图 2 和

图 3 所示):

图 2 图 3

当被测物体放在左盘,天平平衡时,
m·l1 =m1·l2,

当被测物体放在右盘,天平平衡时,
m2·l1 =m·l2,

整理得 m= m1·m2 ,

由基本不等式可知　 　 m1·m2 ≤
m1+m2

2
,

因此实际重量会偏轻.
众生鼓掌.
师:解释得非常清晰到位! 除了基本不等式,

我们还拓展过一条基本不等式链,谁能说说它的具

体内容?
生 13:若 a>0,b>0,则

2
1
a
+ 1
b

≤ a·b≤a+b
2

≤ a2+b2

2
,

当且仅当 a= b 时,等号成立.
设计意图　 用天平情景串接基本不等式的知

识要点,使本章节的知识要点情景统一化,同时又

能培养学生用数学建模来解决具体情景问题的数

学素养.
例 2[2] 　 如图 4 所示的梯形①~④中,与上下

底平行的线段分别对应基本不等式链中哪个平均

数?

图 4

生 14:②是算术平均数
a+b
2

,③可以用上下两

梯形相似得到是几何平均数 ab .

生 15:④是调和平均数
2ab
a+b

,可通过△DGP∽

△DAB 推出 GP = ab
a+b

,同理可得 PN = ab
a+b

,从而

GN= 2ab
a+b

.

师:两位同学平面几何的数学基本功非常扎

实,那么①是不是平方平均数呢?

图 5

生 14:老师,我想到了.
在①中可以过点 D 作 BC 的

平行线,把梯形分割成三角

形与平行四边形去算(如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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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C
师:请展示你的过程.
众生期待,教师用投影展示:

x+a+a
2

·h1 =
x+a+b

2
·h2,

即
x+2a
x+a+b

+1=
h2

h1
+1=

h1+h2

h1
.

因为
b-a
x

= AD
PD

=
h1+h2

h1
,所以

x+2a
x+a+b

+1= b
-a
x

,

解得 PQ= x+a= a2+b2

2
.

师:太精彩了! 从表象上看,基本不等式链体

现了数量间的大小关系;从深层次的图像上看,又
体现了不同线段的长短. 二者看似无关,实则紧密

联系.
设计意图　 数形结合是学习数学必备的素养

之一,用图形进一步认识基本不等式链、加深知识

印象的同时,也增加了基本不等式的维度.

例 3　 填写基本不等式链: ab ≤( 　 　 )≤
a+b
2

,其中 a>0,b>0.

生 16:两数的平均数位于两数之间,可得

ab≤a+2 ab +b
4

≤a+b
2

.

生 17:由糖水不等式的推论,可得

ab
1

≤a+ ab +b
3

≤a+b
2

.

师:两位同学给出了中间数的两种形式. 其中

ab≤a+ ab +b
3

≤a+b
2

可视为基本不等式链的一

图 6

种推广形式,其中
a+ ab +b

3
叫

做希罗平均数. 可否在上面的

梯形中,画出它表示的线段呢?
学生们思考,教师引导学

生寻 找: 如 图 6, 作 ▱JSFK,

MN∥EF,M,N 分别为 JE,KF 的三等分点,则

| SF | = |TN | = | JK | = ab ,

|ES | =a
+b
2

- ab ,

从而　 a+ ab +b
3

= 2
3

a+b
2

- abæ

è

ö

ø
+ ab =

2
3

|ES | + |TN | = |MN | .

设计意图　 将糖水不等式的推广形式融入到

新的基本不等式链中,使得本节课能够探究发现的

新内容,在知识结构上具有统一性. 此外,虽然寻找

希罗平均数的几何意义有一定难度,但对训练学生

的类比思维很有帮助.
3. 4　 归纳联系,发散思考

师: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复习了哪些旧知识,
又得到了哪些新结论?

生(众):我们复习了不等关系、不等式的基本

性质、糖水不等式及基本不等式链,得到了糖水不

等式与基本不等式链的推广形式.
师:以下两个问题留给同学们课后思考.
练习 1　 设 a,b∈R+,a+b= 1,你能给出几个含

有字母 a 和 b 的不等式.

练习 2 　 当 a > 0, b > 0 时,比较
a+b
2

- ab ,

a2+b2

2
-a+b

2
, ab - 2

1
a
+ 1
b

的大小关系.

设计意图　 引导学生梳理本节课的探究流程,
并用开放性的问题,让学生自我归纳、构建新旧知

识间的联系.
4　 教学反思

1)用天平情景串接不等式单元中的不等关

系、不等式的性质、糖水不等式、基本不等式等知

识,使问题的由来具有统一性.
2)避开常规复习课讲题做题的套路,用新的

知识内容串联已学知识,形成更完整的知识脉络,
让旧课有新意[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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