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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美国数学家哈尔摩斯说过:“问题是数学的心

脏.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2017 年)也将“提
高从数学角度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作为总的课程目标. 因此,唯有源源不

断地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才能保持数学经久不衰的

生命力.
数学课堂通常分为“概念课”、“习题课”、“复习

课”等课型. 习题课是高中数学教学中非常重要的

课型,也是一线教师非常重视的教学环节. 很多教

师甚至认为习题课重于一切,把概念定理课都上成

了习题课. 然而,目前习题课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是课堂上反复刷题,提高了学生解题的熟练度,但
缺少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举措. 因此,在平时的数

学习题课上,培养学生问题提出的习惯以及提升学

生问题提出的能力就显得极为重要.
然而一些教师对于问题提出还存在困扰,例如

什么是问题提出? 什么是问题提出教学? 问题提

出和提出问题有何本质区别? 刘灿文曾指出:数学

问题的提出有两个主体,即教师与学生. 教师以“问
题”为载体,去激发学生积极思考、主动钻研,教师

举一,学生反三,或提出自己的疑问,或创造新的关

联问题. 在举一反三的过程中,学生的积极性被激

发,思维能力得到提升. 哪怕学生在此过程中摔得

很疼,但只要学生是主动思考、积极探索的,从学生

长远发展来看,这个过程依然很有意义[1] .
那么,如何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习惯,如何提

升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 张辉荣等曾提出:问题提

出教学知识是教师关于问题提出教学所必须知道

的知识,同样涉及到“教什么”、“教谁”、“怎么教”
三个方面的内容[2] . 笔者根据自己习题课课堂经验

从问题提出的学生认知、问题提出的情境创设、问
题提出的教学方法、问题提出的教学评价四个方面

来谈谈问题提出教学在高中数学习题课中的实践

研究.
二、问题提出教学的案例分析

1. 问题提出的学生认知

问题提出的学生认知指向的是教师关于“教

谁”的知识. 教学是共舞的艺术,教师和学生都是问

题提出教学活动最直接的参与者. 有效教学要基于

学生的思维,因此,教师进行问题提出教学活动需

事先了解学生的“数学现实”,学生会不会提出问

题,学生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所提出的问题是否

有数学价值等. 教师对学生问题提出知识的了解是

教师问题提出教学活动开展的基本要求,能够帮助

教师在问题提出教学活动中,根据学生学习特点,
设置符合学生认知发展的问题情境,预测学生所能

提出的问题.
案例 1　 “点差法”习题课

问题 1　 (1)过椭圆
x2

16 + y2

4 = 1 内一点 M(2,1)

引一条弦,使弦被点 M 平分,求这条弦所在直线的

方程;

(2)已知双曲线 x2 - y2

2 = 1,经过点 M(1,1)能

否作一条直线 l,使 l 与双曲线交于 A、B,且点 M 是

线段 AB 的中点. 若存在这样的直线 l,求出它的方

程;若不存在,说明理由.
点评:学生在学习圆锥曲线后解决圆锥曲线的

问题时,他们的认识:设而不求,韦达定理. 教师在

设置点差法这节习题课时,给出如上两个引例,就

要预设到学生的认识,可能提出设而不求解题方

法. 因此,教师需要了解学生的现有学习水平、思维

特点,在了解的基础上进行问题提出教学,即要将

教学的重点由教师的“教”转向学生的学,学生对问

题的认知是教师进行问题提出教学做到心中有数

的有效保障.
2. 问题提出的情境创设

在课堂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提出高质量的数学

问题,离不开教师对数学情境的精心创设. 为此,教
师必须具有丰富的问题提出情境知识,才能创设一

个以问题驱动的课堂教学环境,让学生感受到提出

问题的必要性,并通过问题提出活动,增长数学知

识,发展数学思维.
案例 2　 “基本不等式”习题课

问题 2　 甲、乙、丙、丁四位同学分别给出了他

们的各自的解法,哪位同学的解法正确? 为什么?

甲:因为 x2 + a2

x2 ≥2 x2 a2

x2 = 2a①,(1 - x2) +

b2

1 - x2≥2 (1 - x2) b2

(1 - x2)
= 2b②,由① + ②得 x2

+ a2

x2 + (1 - x2) + b2

1 - x2≥2a + ab,所以
a2

x2 + b2

1 -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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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 2b - 1,即 f( x) = a2

x2 + b2

1 - x2 (a > b > 0)的最小

值为 2a + 2b - 1.

乙:因为
a2

x2 + b2

1 - x2≥2 a2

x2 ·
b2

1 - x2 ,当且仅当

a2

x2 = b2

1 - x2时等号成立,解得 x2 = a2

a2 + b2 . 代入上式

得 2 a2

x2 ·
b2

1 - x2 = 2(a2 + b2),即 f(x) = a2

x2 + b2

1 - x2

(a > b > 0)的最小值为2(a2 + b2).
丙:因为 x2 + (1 - x2) = 1,所以[x2 + (1 - x2)]

·(a
2

x2 + b2

1 - x2)≥2 x2(1 - x2) ·2 a2

x2 ·
b2

1 - x2 =

4ab,即 f ( x) = a2

x2 + b2

1 - x2 ( a > b > 0 ) 的最小值

为 4ab.
丁:因为 x2 + (1 - x2) = 1,所以[x2 + (1 - x2)]

·(a
2

x2 + b2

1 - x2) = a2 + b2 + a2(1 - x2)
x2 + b2x2

1 - x2≥a2 +

b2 + 2 a2(1 - x2)
x2

· b2x2

1 - x2
= a2 + b2 + 2ab = (a + b)2,

即 f(x) = a2

x2
+ b2

1 - x2
(a > b >0)的最小值为(a + b)2 .

究竟哪位同学解法正确? 错的同学,错在哪?
这四位同学的解法引发了学生的认知冲突. 教师引

导学生比较、思考、讨论,在此基础上,同学们还能

想到什么问题?[3]

生 1 提出问题 3　 利用基本不等式求最值有什

么条件? 以上四种解法符合定理的使用条件吗?
如果不符合,你能通过转化求解吗?

生 2 提出问题 4　 我们在使用基本不等式应该

注意些什么条件?

生 3 提出问题 5　 求函数 f(x) = sin2x + 4
sin2x

(x

∈(0,π2 ])的最小值?

点评:在学习基本不等式习题课时,教师并没

有起始就给出基本不等式的三个条件:一正、二定、
三相等,而是根据学生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的特定

需要,把基本不等式中的的数学关系由已知变化为

需要思考和探索的未知关系,并置于学生相关的现

实背景中. 这样学生更容易理解基本不等式,并学

会利用基本不等式解决实际问题. 因此,在教学中,
教师可选取多种情境表征方式,多样化的表征方式

可吸引学生积极主动提出问题,让问题提出教学以

更加丰富生动的形式展开,让课堂焕发新的活力.
3. 问题提出的教学方法

在问题提出的教与学中,学生是否能提出问

题,离不开教师的教学组织和教学引导. 因此,教师

在问题提出教学中方法的运用尤为重要. 教师的问

题提出教学方法知识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关于教学

组织的知识,涉及课堂组织模式;二是关于教学引

导的知识,包括教师促进课堂交流和指导学生提出

问题的知识,有效促进学生提出问题,尤其是教师

要注意给学生一个思考的方向,使学生形成提出数

学问题的一个模式.
祝玉兰等曾提出有关问题提出的教学方法的 6

大策略:因果策略、比较策略、扩大策略、极限策略、
变化策略以及逆反策略[4] . 笔者从扩大策略、变化

策略分析下习题课中问题提出的教学方法研究.
3. 1　 扩大策略

特殊情况或现象中总结出的规律,推广到更大

范围或一般情况还能成立吗? 这个规律是具有普

遍性还是只适合于某些特殊情况? 怎样改动才可

以应用到另外的情况?
案例 3　 “圆锥曲线”习题课

问题 6　 已知椭圆方程
x2

4 + y2 = 1,点 A,B 分别

为椭圆的左右顶点,若点 P 为椭圆上不同于 A,B 的

任意一点,且直线 PA 的斜率 2,则直线 PB 的斜率为

　 　 　 　 .

生 4:令 P(x,y),则 kPA·kPB = y
x + 2·

y
x - 2 =

y2

x2 - 4
=
1 - x2

4
x2 - 4

= - 1
4 ,所以 kPB = - 1

8 .

师:生 4 解答的非常不错,本题点 A,B 分别为

椭圆的左右顶点,如果点 A,B 位置发生变化,会怎

么样呢?

生5提出问题7　 已知椭圆方程
x2
4 +y2 =1,点A,B关

于椭圆的中心对称,若点P为椭圆上不同于 A,B的任意一

点,且直线PA的斜率2,则直线PB的斜率为　 　 　 　 .

同学讨论,最后得到 kPA·kPB = - 1
4 .

师:我们发现点 A,B 只要关于椭圆的中心对

称,则结论不发生变化,那么在此基础上,同学们还

能提出什么问题吗?

生 6 提出问题 8　 已知椭圆方程为
x2

a2 + y2

b2 = 1

(a > b > 0),点 A,B 关于椭圆的中心对称,若点 P 为

椭圆上不同于 A,B 的任意一点,则直线 PA、PB 的斜

率之积为　 　 　 　 .
同学讨论,最后得到 kPA·kPB = e2 - 1(e 为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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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离心率).
师:非常好,同学们还能提出什么问题吗?

生 7 提出问题 9　 已知双曲线方程为
x2

a2 - y2

b2 =

1(a > 0,b > 0),点 A,B 关于双曲线的中心对称,若
点 P 为双曲线上不同于 A,B 的任意一点,则直线

PA、PB 的斜率之积为　 　 　 　 .
同学猜想,并证明得到:kPA·kPB = e2 - 1( e 为

双曲线的离心率).
点评:通过圆锥曲线这节习题课的研究,让同

学们经历由特殊到一般,由旧的知识规律,通过问

题的提出,逐渐发现更一般的规律,从而达到思维

的发散,能力的提升.
3. 2　 变化策略

还有没有其它的结论? 如果条件改变,结果会

怎样?
案例 4 　 “椭圆中参数取值范围一般解法”习

题课

问题 10　 已知点 P(0,1),椭圆
x2

4 + y2 = m(m

> 1)上两点 A,B 满足AP→ =2 BP→,则当 m = 　 　 　 　
时,点 B 横坐标的绝对值最大.

生 8 解法:(韦达定理)(1)当直线 AB 的斜率不

存在时,则直线 AB 的方程为 x = 0,带入椭圆解得

y = ± m,所以 A(0, - m ),B(0, m ),由AP→ =
2 BP→得 1 + m = 2(1 - m),解得 m = 9.

(2)当直线 AB 的斜率存在时,设直线 AB 的方

程为 y = kx + 1(k≠0),A(x1,y1),B(x2,y2),联立方

程组
y = kx + 1,
x2

4 + y2 =m{ 得(1 + 4k2) x2 + 8kx + 4 - 4m = 0,

由韦达定理知 x1 + x2 = - 8k
1 + 4k2,x1x2 = 4 - 4m

1 + 4k2 . 由AP→

=2 BP→得 x1 = - 2x2 带入韦达定理得 x1 = - 16k
1 + 4k2,x2

= 8k
1 + 4k2 . 所以 | x2 | = | 8k

1 + 4k2 | = | 8
1
k + 4k

|≤2,等号

成立当且仅当 k = ± 1
2 . 由 x1x2 = 4 - 4m

1 + 4k2 = - 16k
1 + 4k2·

8k
1 + 4k2得 m = 1 + 36k2

1 + 4k2 = 5.

生 9 解法:(设点法)设 A(x1,y1),B(x2,y2),由
AP→ =2 BP→得 x1 = - 2x2,y1 = 3 - 2y2 . 因为 A,B 在椭

圆上,所以

x2
1

4 + y2
1 =m,

x2
2

4 + y2
2 =m,

ì

î

í 则 y2 = m + 3
4 . 所以 x2

2 =

- 1
4 (m - 5) 2 + 4,当 m = 5 时, | x2 | max = 2.

生 10 解法:(点差法)设 A(x1,y1),B(x2,y2),
由AP→ =2 BP→得 x1 = - 2x2,y1 = 3 - 2y2 .

由

x2
1

4 + y2
1 =m,

x2
2

4 + y2
2 =m,

ì

î

í 有

x2
1

4 + y2
1 =m,

4x2
2

4 + 4y2
2 = 4m,

ì

î

í 两式相减得

(x1 - 2x2)(x1 + 2x2)
4 + ( y1 + 2y2 ) ( y1 - 2y2 ) =

- 3m,得到
y1 - 2y2 = -m,
y1 + 2y2 = 3,{ 带入方程

x2
1

4 + y2
1 = m,得

x2
1

4 = - 1
4 m2 + 5

2 m - 9
4 ,当 m = 5 时, | x2 | max = 2.

师:以坐标为切入点,向量问题转化为坐标问

题,利用消元法,得到关于参数 m 的二次函数最值

问题,是解决本题的切入点,上述方法是通行通法

吗? 若改变条件,三种解法还适用吗? 你能提出相

关的问题吗?

生 11 提出问题 11　 已知点 P(0,1),椭圆
x2

4 +

y2 =m(m > 1)上两点 A,B 满足点 P 为 A,B 的中点,
则直线 AB 的方程　 　 　 　 .

生 12 提出问题 12　 已知点 P(0,1),椭圆
x2

4 +

y2 =m(m > 1)上两点 A,B 满足AP→ = λ BP→,则实数 λ
的取值范围　 　 　 　 .

生 13 提出问题 13　 已知点 P(0,1),椭圆
x2

4 +

y2 =m(m > 1)上两点 A,B 满足AP→ = 2 BP→,且∠APO
= 45°,则实数 m 的取值范围　 　 　 　 .

生 14 提出问题 14　 已知点 P(0,1),椭圆
x2

4 +

y2 =m(m > 1)上两点 A,B 关于直线 y = x - 3 对称,
则实数 m 的取值范围　 　 　 　 .

点评:解析几何中参数的取值范围,是历年高

考的热点. 这类问题一般难度较大,原因是一方面

这部分内容包含的容量大,涉及的知识面广,综合

性强,灵活度高;另一方面,解决这类题目的方法多

种多样,技巧灵活多变. 只要挖掘题目内含的本质

关系,合理运用题目中相关量之间的关系. 克服恐

惧情绪,排除心理障碍,深刻揭示出这类题的本质,
弄清思路,依据提设条件,合理建立关于参数的函

数关系或不等关系(不等式或不等式组),化多参数

问题为单参数问题,就可确定参数的取值范围.
4. 问题提出的教学评价

问题提出教学评价是改进教学、提供及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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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手段. 问题提出教学评价首先包括对学生提

出问题能力评估的知识. 问题提出教学不止步于学

生提出问题,而是意在促进学生的数学学习,因此

在学生提出问题后,教师需进行及时反馈评价,让
学生知道自己提出的问题怎样,为学生下一次问题

提出积累有效经验.
案例 5　 基本不等式习题课

问题 15　 求 f(x) = x + 4
x (0 < x≤1)的最小值.

生 15:由基本不等式得 x + 4
x ≥2 x· 4

x = 4,

所以最小值为 4.
师:基本不等等号成立的条件是什么?
生 15:三相等.
师:具体点.

生 15:就是 x = 4
x .

师:此时 x 等于多少?
生 15:x = 2,哦我知道错了.
师:同学们想想,此时基本不等式还成立吗?

怎么处理呢?
生 16:采用对勾函数解决.
师:非常好! 同学们还能提出相应的问题吗?
…………
点评:该案例中教师不仅是简单地对学生提出

问题的价值性进行肯定,还对其提出的问题类型进

行了归纳总结. 教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本质内

容的评价反馈,加深学生对问题提出的理解,引发

学生对问题的思考,激活学生思维.

三、问题提出教学的反思

1. 问题提出教学能够促进学生对数学的理解

数学理解是对数学知识的本质、结构及与其相

关知识间联系的一种深刻把握,是学生数学核心素

养中的重要内容. 问题是通往数学理解的重要途

径,以问题推动课堂教学,引领学生展开思维,能有

效促进学生对数学的理解.
2. 问题提出教学能够改进学生解决数学的能力

问题教学课堂上,教师以“问题”为载体,去激

发学生积极思考、主动钻研,教师举一,学生反三,
或提出自己的疑问,或创造新的关联问题. 在举一

反三的过程中,学生的积极性被激发,思维能力得

到提升.
3. 问题提出教学能够改进学生学习数学的态度

问题提出教学过程中,由于问题提出具有开放

性、不确定性、自主性、多样性等特点,改变原来习

题课的刷题,增加熟悉度的特点,让每一位学生通

过问题的自主性、多样性的积极参与到课堂中去,
去感受数学,去理解数学,去热爱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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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效生成中涵育数学核心素养

福建省闽清县第一中学　 (350800) 　 林　 婷　 林青松

　 　 数学课堂是由“预设”和“生成”两个部分组成

的. “预设”是教师根据学情和教学目标有目的、有
计划地对课堂教学内容所进行的精心设计;“生成”
是课堂预设的升华,使课堂教学“顺学而导”,是教

学生命力与真正价值所在. 数学教学过程具有复杂

多变性,需要教师具有敏锐的课程意识、足够的教

学智慧,寓有形的预设于无形的、动态的课堂教学

中,营造出有利于学生发展的原生态课堂,为核心

素养的落实找到出口与支点,从而完成数学教育立

德树人的目标.

1　 运用“问题导学”,在探究中生成

教材是严肃的、权威的,但并非“至圣”的金科

玉律,如果照本宣科,就算再高明的教师,也是不可

能把课上得很精彩. 因此,教师应潜心钻研教材,在
研究教材的基础上遵循学生学习数学的认知规律,
将教学内容“问题化”,提出既能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又具有探究价值的“问题”,通过师生之间对“问
题”的互动建构与合作交流,提升学生的“问题”意

识,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从而促进课堂生成.
案例 1　 人教 A 版必修第一册“函数的零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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