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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几个典型题 目 的断想

渠 东 剑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教师发展 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渠东剑高 中 数学工作室 ）

２ ０ １ ６ 年 ７ 月 １ ６ 日 ， 笔者应邀在江苏第二师范学数学知识与 思想方法去解决 问题的 范畴 。 联想这些

院为江苏省高 中数学骨干教师培训班做讲座 ， 主题是年的高考试题 ，需要构造新 函数解决 的 比 比皆是 。 特

解题教学 。 笔者试图通过对近年高考题 、模拟考试题别是江苏卷 ， 实施新课程髙考 以来 ，几乎 每年 的压轴

的背景分析 、解法思考等去追 溯题 目 的根源 ， 找寻学题都考查 函数构造 ，可 以说备受命题者青睐 。 但从考

生解题能力 生长的轨迹 ，探索实现解题能力 可持续发生答 卷 的 情 况 看 ， 面对 新 颖 的 、 需 要 自 己 构 造 对

展的教学策 略 。 其核心观点是 ， 解题是基本的数学学象——
“

用数学
”

去解决新 问 题时 ， 学 生显 得力 不从

习形式 ；教学生学会解题 ，是重要 的教学 目标 ； 解题教心 。 虽然学生做 了 千千万万 的题 ，但其创 造能力 的表

学 ， 要 突 出思 想方法与思维策 略 引 领 ， 着 眼 于学生 能现还是不能令人满 意 。 要培养这 种 能力 ， 在平时 就要

力 的可持续发展 。 本文是根据现场报告的 部分 内 容埋下能让知识生根 发芽的种 子 。

整理而成 。例 如 ，在苏教版教材“指数 函数”的第一节课，有
！ 在平 时 就埋下生根发 芽雛这样

：＝＝＝＝＝ 例题。
比较下列各组数中两个值的大小：

例１（２０Ｕ年高考数学江苏卷第１９题）已知函（１）１．５２．ｓ，１．５３＇２；（２）０．Ｓ－１＇２，。^ －１＇５。
数 ／（ｘ）＝ｙ＋ｅｉ，其中 ｅ是自然对数的底数。该题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重要的函数思想

（Ｉ）证明：／Ｕ）是 Ｒ上的偶函数 ；需要引进指数函数解决。问题的思维价值在于怎样
（ＩＩ）若关于Ｉ的不等式 ＋１在想到“引进”一个“指数 函数”？如果教学直接讲解告

区间（０，＋^）上恒成立，求实数ｗ的取值范围；知，即像教材那样直接就“考查指数函数……”，解题
（ＤＩ）已知正数ａ满足 ：存在心£ ［１，＋〇°），使得过程无懈可击，学生“听懂”没有困难 ，解决类似问题

／（心）＜？（—４＋３心）成立。试比较 £
－１
与，－１的大也可模仿，好像并无不妥。但是 ，结果似从天而降，教小，并证明你的结论。学强加于人，学生解题可能止于模仿。

这里主要讨论第（ＩＤ）问。在 由第一个条件确定其实，本题教学最重要的就是，启发、引导学生探ａ的取值范围后，要比较ｅ^ １
与 的大小，必须要构究，把构造函数解决问题的念头给“逼”出来：让学生

造函数，利 用导数研究该函数 的单调性 ，进而得到感受到直接计算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要寻求其
结果。他途径；观察两个式子的特征——都是指数式，底数

问题中没有函数，需要构造函数解决问题，这正相同，指数不同；底数不变，指数变化 联系指数 函
是函数思想的应用 ；如果题目中有 函数 ，解决问题不数……需要构造新的函数，则属于函数问题。这可能是函数这正是构造函数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使学生经
问题与函数思想的区别。显然，构造 函数解决问题，历观察、联想、构造 、尝试等解决问题的一般过程。这
即创造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并用它作为工具去解决问样的思想、方法、意识与策略，必须要给学生多次的机题，对学生的创造能力有较髙的要求，也应属于运用会，让学生独立思考，亲 自去尝试，并不断反思与深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５年度重点资助课题“高中学生数学推理的心理学实证研究”（ｆｒａ／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７）

阶段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