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确对待“低级”错误  用心授好“预备知识 ”

刘在云  （江苏省仪征市教学研究室  ２１１４００）

1  引言
２０２０ 级高一学生是我省使用新教材的首届

学生 ．而全新的苏教版数学教材 ，是根据《普通高

中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７版）》（下称《新课标》）的指

导意见 ，在必修第一册的前四章编排的是主题

１ ——— 预备知识 ．根据编写的内容可以看出 ，教材

已力求以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内容为载体 ，相

同学习内容在老版教材基础上作了较大改变（可

参看文［１］） ．结合集合 、常用逻辑用语 、相等关系

与不等关系 、从函数观点看一元二次方程和一元

二次不等式等内容的学习 ，为高中数学课程做好

学习心理 、学习方式和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准备 ，帮

助学生完成初高中数学学习的过渡 ．

《新课标》为什么要求编排预备知识 ？ 笔者

认为正是考虑到作为高中学习的内容 ，一开始就

比初中时更加抽象 、更加综合 、更具有逻辑性 ，期

望通过预备知识的学习 ，让学生有个适应过程 ．作

为执教高一的数学教师 ，我们应加强对《新课标》

的学习 ，领会《新课标》 的精神 ，力求遵从学生认

知规律 ，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揭示数学内容的发

生 、发展过程 ，体现数学内容的逻辑体系 ，同时也

应在教学方式上勇于突破 、积极创新 ，多多指导学

生自主学习 ，切实让学生掌握高中数学必备知识 ，

提高其关键能力 ，最终发展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

使其更好地适应三年后的基于高考评价体系的数

学科的高考 ．如果我们不能更新教学理念 ，继续以

满堂灌的形式讲解新知 ，并辅以大容量的练习 ，不

但很难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和创新精神 ，可能连一

些必备知识的掌握都困难重重 ，这首先就表现为一

些“低级”错误屡屡发生 ，久而久之 ，会让部分学生

畏惧数学 ，最终失去学习数学的兴趣和能力 ．

2  案例分析
案例 1  听课中发现的三个错误 ．

教学内容是用基本不等式求函数最值 ，源于

苏教版普通高中教科书数学必修第一册第三章第

一节《基本不等式》（２０２０ 年 ７ 月的第一版新教

材） ，教学对象是我市生源最好的老牌四星高中的

一个普通班 ．

上课伊始 ，教师通过提问的形式对基本不等

式的内容作了回顾 ，让学生再认了基本不等式内

容 a ≥ ０ ，b ≥ ０ ， ab ≤
a ＋ b
２

，并强调了“一正 、二

定 、三相等” ，还作了一些延伸 ，讲解了基本不等式

的变形 ：a ≥ ０ ，b ≥ ０ ，a ＋ b ≥ ２ ab 和

ab ≤
a ＋ b
２

２

．

接下来 ，师生共同解决了例１ ：求函数 y ＝ x ＋

１６

x （x ＞ ０）的最小值 ．教师对照基本不等式的使

用条件 ，求解如下 ：因为 x ＞ ０ ，所以
１６

x ＞ ０ ，故

y ＝ x ＋
１６

x ≥ ２ x ·
１６

x ＝ ８ ．最后特别强调 ，当且

仅当 x ＝
１６

x 即 x ＝ ４时取“＝” ．解好之后出示了变

式 ：求函数 y ＝ x ＋
１６

x （x ＜ ０）的最大值 ．教师做

了一些引导 ，特别提出了不满足“一正” ，指导学生

“提取负号”得 y ＝ － （－ x ） ＋ －
１６

x ，然后交

给学生处理 ，几乎是将学生搀扶到问题解决的门

口 ，请学生板演 ．在学生板演期间 ，笔者巡看了部

分同学的做法 ，看到了以下几类算是“低级” 的

错误 ：

（１） － x ＋
１６

－ x ≥ （－ x ） · １６

－ x ＝ ４ ；

（２）因为 x ＜ ０ ，所以 － x ＋
１６

－ x ＞ ０ ，故 x ＋

１６

x ≥ ２ x ·
１６

x ＝ ８ ；

（３）在教师特别强调之下 ，仍未写上等号取

得的条件 ．

这样的错误虽然是个别现象（若换了其他生

源弱些的学校也许并非个别现象） ，但到底是什么

原因导致的呢 ？经过听课现场的感受与课下的思

考 ，笔者觉得造成错误（１）是因为在讲解基本不

等式 a ≥ ０ ，b ≥ ０ ， ab ≤
a ＋ b
２
变形成 a ≥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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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０ ，a ＋ b ≥ ２ ab 之后 ，没能留给学生尤其是

“慢热型”的学生足够的理解 、消化的时间去体会

两者的联系与区别 ．

错误（２）明显是学生在生搬硬套 ，是逻辑不

够清晰所导致 ，为什么会有学生造成这样的逻辑

混乱呢 ？ 我认为是学生未能真正理解基本不等

式 ，还没能体会基本不等式的本质 ，它实质就是一

个客观存在的原理 ：两个变化的正数 ，它们的积与

和之间存在不等关系 ．若在例 １讲评时 ，让学生充

分感受到 x ，
１６

x 是两个正的变量 ，因其积一定 ，故

可以根据基本不等式原理直接得到 x ＋
１６

x 的最

小值 ．

错误（３）常被有些教师认为是学生态度问

题 ，笔者认为不是如此 ，责任还是在教师 ，因为教

师未能跟学生讲清为什么一定要写等号取得的条

件 ，这就要从“函数的最值” 定义谈起 ，当然此定

义被苏教版教材编写于第五章（在本内容之后） ，

这就需要教师灵活使用教材 ．比如通过举例

x ２
≥ － １恒成立 ，但不能说 x ２

的最小值是 － １ ，先

让学生感受到函数的最值一定要能取到 ，也就能

够让学生认同用基本不等式求最值时一定要加上

等号取得的条件 ，那是学数学必须有的严谨 ．

案例 2  单元检测中出现的错误 ．

题目 ：已知集合 A ＝ ｛ x | x ２
－ ２ x － ３ ＝ ０｝ ，

B ＝ ｛x | mx － １ ＝ ０｝ ，且 B ⊆ A ，求 m的值 ．

说实话 ，作为初学集合的高一学生 ，首次面对

此题 ，忽略集合 B为空集而导致求解不全可以理
解 ，但有位教师向笔者诉苦 ，说讲了不止一次 ，仍

有部分学生不考虑集合 B 为空集的情况 ，开始质

疑学生的学习能力 ．于是笔者就向这位教师询问

是如何讲解的 ，教师说根据题意 ，先讨论集合 B
为空集 ，得出 m ＝ ０ ，再讨论 m ≠ ０时的情况 ，然后

叹惜学生就是不长记性 ，老是忘了 B 为空集的情
况 ．笔者就反问这位教师 ：有人提醒你在一段你不

经常走的路段上有个小坑 ，你偶尔经过时会想起

那边有坑吗 ？该教师说 ：可能不会想到 ．因此笔者

就说 ，那我们就要理解学生了 ，他们每天忙于多门

科目的学习 ，每天都要学习许多新的内容 ，怎么可

能一定记得这道题中的小坑呢 ？该教师马上表示

赞同 ，笔者问到 ：那怎样可以避免受到坑的影响

呢 ？我们只有养成认真走路 ，看路走路的素养 ．

这道题的讲评正好可以培养学生这一素质 ．

通过对本题的讲评 ，我们应让学生领会 ：数学解题

必经之路是化简 ．记得曾有专家说过 ：数学解题的

过程就是连续化简的过程 ，而化简时必须考虑等

价变形 ．如此题首先要对集合 A ，B进行化简 ，其中

容易化得集合 A ＝ ｛ － １ ，３｝ ，而集合 B是关于 x 的
含参方程的解集 ，如何解 ？ 等价转化为 mx ＝ １ ，

然后两边同除以 m ，而在此处需要特别强调 m 是
否为零 ，当 m ＝ ０时 ，关于 x的方程无解 ，即集合 B
为空集 ，符合题意 ．通过交流 ，这位教师赞同了这

一处理方法 ，也觉得一开始就讨论 B 为空集有点
突兀 ，没能抓准逻辑起点 ．

案例 3  教师交流时诉说的错误 ．

在学校视导高一教学时 ，有教师反映现在的

学生难教 ，举了一例 ：已知 A ，B是平面上两点 ，动

点 P满足 PA ＋ PB ＝ A B ，则点 P 的集合是什
么 ？ 抱怨有学生奇怪地作出如下解答 ：因为

PA ＋ PB ＝ A B ，所以 P（A ＋ B） ＝ A B ，故 P ＝

A B
A ＋ B ．笔者与该教师交流时谈了自己的看

法 ——— 《新课标》 已明确指出 ：在集合 、常用逻辑

用语的教学中 ，教师应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 ，以义

务教育阶段学过的数学内容为载体 ，引导学生用

集合语言和常用逻辑用语梳理 、表达学习过的相

应数学内容 ．
［２］
此时出示这个问题时机不当 ，学

生还没有轨迹的认识 ，一定要处理教辅资料上的

这道题 ，则可以以培养学生直观想象素养为目标 ，

作图后让学生探索点 P的位置 ，通过探索让学生

最终发现 P在 A ，B所在直线外不可能（与三角形

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矛盾） ，在线段 A B的延长线
上或是反向延长线上显然不合 ，点 P只能在线段
AB 上 ．最后 ，笔者建议对于这位学生不但不要批

评 ，还应适当表扬 ，要欣赏他的类比能力 ，当然要

指出类比的合理性 ．

3  预备知识数学教学建议
（１）换位思考 ，降低难度

《新课标》 开篇就介绍了课程性质与基本理

念 ，而在基本理念中首先提到 ：高中数学课程以学

生发展为本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培育科学

精神与创新意识 ，提升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接着强

调高中数学课程要面向全体学生 ，实现“人人都能

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 ，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

同发展” ．为了践行这一理念 ，班级课堂教学目标

的设定要研究学情（据了解 ，各地区不同学校高一

生源情况有差异 ，同一学校不同班级之间也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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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备课时要全面关注学生的认知基础和现有能

力 ，教学设计时要遵循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原则 ．建

议教师要能从学生角度体会一些数学知识 ，不能

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一些教学内容 ，总是觉得这

个内容这么简单 ，那个内容应该懂得 ，要多研究

（当然也可向部分学生了解甚至可以全面调查）

学生了解的程度 ．比如一元二次方程中的韦达定

理 ，学生知晓情况的差别就很大 ．另外 ，为了最大

程度地实现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 ，高一

的教学安排（包括必要的测试）一定要降低难度 ，

确保人人在数学的学习中有获得感与成就感 ，在

学生犯一些“低级”错误时 ，教师要有包容心 ，要

根据学生所犯错误分析其合理性 ，在保护其理性

精神的基础上为其纠偏 、纠错 ．

（２）找准起点 ，关注节点（理解数学）

《新课标》指出 ：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水

平的达成不是一蹴而就的 ，具有阶段性 、连续性 、

整合性等特点 ，建议要结合特定的教学任务 ，思考

相应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在教学中的孕育点 、生长

点 ．为此 ，在数学教学设计时 ，教师要找准逻辑起

点 ，关注知识生长的节点 ．例如基本不等式的应

用 ，它的起点就是基本不等式这一客观存在的事

实 ，而这一事实是前人发现总结出的智慧结晶 ，理

解掌握了这一起点 ，学生就不难解决问题 １ ：求

x ＋
１６

x （x ＞ ０）最小值 ；多数教师教学设计时会

有变式 ：求 x ＋
１６

x ＋ ２
（x ＞ － ２）的最小值 ，并强调

配凑积为定值后 ，再根据基本不等式进行求解 ．但

遗憾的是 ，很少有教师引导学生发现 ：变式实质是

问题 １“生长” 出来的 ，生长的节点就是将问题 １

中的 x 换元成 x ＋ ２（当然也可以换成其他的表达

形式） ．这实际上也是数学命题常用的方式 ，更少

有教师继续对此题进一步培育生长 ，比如求

x ２
＋ ２ x ＋ １６

x ＋ ２
（x ＞ － ２）最小值 ．这实质上是将变

式题的结构作了变化 ， 直到最终求形如

a２
＋ dx ＋ e
ax ＋ b 的最小值 ，这种结构的最值求解 ，多

数教师也会安排在习题教学中 ，但是因设置得比

较突然 ，未能体现知识的生长 ，问题的演变 ，而常

常变成了题型教学 ．

（３）重视过程 ，增加探究

《新课标》在基本理念中提到 ，高中数学以发

展学生数学学科素养为导向 ，创设合适的教学情

境 ，启发学生思考 ，引导学生把握数学内容的本

质 ，提倡独立思考 、自主学习 、合作交流等多种学

习方式 ，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 ，促进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的发展 ．章

建跃曾经谈到数学教学重结果轻过程的危害 ，他

指出数学是思维的科学 ，数学思想方法孕育于知

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思想” 是概念的灵魂 ，是

“数学素养”的源泉 ，是从技能到能力的桥梁 ；“过

程”是“思想”的载体 ，是领悟概念本质的平台 ，是

思维训练的通道 ，是培养数学能力的土壤 ．但事实

上仍有一些教师的观念未能得到更新 ，数学课堂

教学仍表现为轻过程 、重结果 、忙刷题 ．比如曾听

过一节对数运算公式的新授课 ，教师在直接抛出

公式 ，让学生短暂记忆后 ，就让学生利用公式进行

解题 ，且坚持认为如此安排效率较高 ，认为这种公

式教学目标就是知晓能用 ，而没能体会到如此安

排严重丧失了本学科所应具备的培养学生思维能

力 、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功能 ．事实上 ，对于这

样的课堂 ，学生是不喜欢的 ，对于这样的教师 ，学

生也是不欣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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