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变为现实的发展水平,并创造新的 “最近发展

区”,使教学走在发展的前面;③教学要精选素材,
因此教师要研究教材、研究课标、研究考题、研究学

生;④教学要重视学生在课堂中的再体验,引导学

生“怎样想到这样解、为什么这么想、遇到哪些问题

可以这样想”;让学生亲历体验解题活动,给学生整

理和体会的时间甚至再做一遍;留足时间让学生领

悟,也是学生思维向纵深发展,培养学生逻辑推理、
数学运算素养与渗透数学思想方法的重要途径;⑤
教学要重视学生课后的变式训练,形式类同,但内

容更广或思维培养要求更高;试题有梯度,是由易

到难,层层深入;紧扣主题,体现数学本质;题目少

而精,解法多样;新颖有亮点,考验学生灵活多变

能力.
总之,教师在让“一题多解”充分发挥效用,为

提升思维能力而教,为发展核心素养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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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套路” 还是发展学生思维素养?∗

合肥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230009)  王 峰

安徽省合肥科学岛实验中学 (230031)  邵利荣

  题目 已知 tan(α + β) = 3,tan(α - β) = 5,则
tan2α =     .

生:设 tanα = x,tanβ = y,则由

tanα + tanβ
1 - tanαtanβ =3,

tanα - tanβ
1 + tanαtanβ =5,

ì

î

í 得

x + y
1 - xy = 3,

x - y
1 + xy = 5,

ì

î

í 消 y 得 2x2 - 7x - 2 = 0,即 2tan2α -

7tanα - 2 = 0,由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可求出

tanα = 7 ± 57
4 ,但将 tanα = 7 ± 57

4 代入 tan2α =

2tanα
1 - tan2α

求解时遇到了困难而受阻:一是因为 tanα

有两个值,故需要分两种情况进行;二是将 tanα =
7 ± 57
4 代入 tan2α = 2tanα

1 - tan2α
运算较繁.

至此,不少教师可能为此,就没加多想,就认为

这种方法太繁了而盲目舍弃,转而介绍自己设计的

方法:因为 2α = (α + β) + (α - β),所以 tan2α =

tan[(α + β) + (α - β)] = tan(α + β) + tan(α - β)1 - tan(α + β) tan(α - β)

= 3 + 51 - 3 × 5 = -
4
7 . 此法的确快速,但学生在首次遇

到此类问题时,“变角”的技巧是巧妙,但学生却想

不到,而学生自然想到的是将 tan (α + β) = 3 与

tan(α - β) = 5 两式拆开运算,面对学生的这种思路

的解答困难,教师是顺势而为,还是认为学生的这

种方法笨拙而不屑一顾呢? 关键看教师对数学教

学的培养目标的定位是什么,是培养学生解题套

路,还是发展学生思维素养? 若受传统的应试教育

的影响,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教师就会采取独断专

行的做法,一味向学生灌输解题套路,视学生的想

法与感受于不顾,将学生培养成只会采用僵化的解

题模式处理问题,而缺乏自己的想法,完全是教师

牵着鼻子转,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创新

意识与创新能力就无从谈起.
值得庆幸的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已经看到了

当下学科教育的弊端,正在进行大胆的改革,“立德

树人”的教育教学理念正在走进课堂,教师的教学

理念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即由教师自己的“主演”
把握“导演”,让学生成为“主演”,这样一来,关注学

生的想法就理应成为今后数学教学的主旋律,虽然

学生的想法看似比较幼稚,但它是基于学生自身的

学科认知水平进行思考的,是学生思维培养的主要

抓手. 为此,在教学中一定要倾听学生的想法,当学

生的想法走不通时,教师应该帮助学生分析一下问

题所在,以走出困境,而不是固执己见,用自己熟悉

的解题套路去帮学生“洗脑”,殊不知,教会学生如

何思考才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主渠道,即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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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能力培养一定要有学生自己的想法才行,如上

述本例中学生利用求根公式求出 tanα = 7 ± 57
4 之

后,估计将其代入 tan2α = 2tanα
1 - tan2α

求 tan2α 就失去

了继续求解的信心,心里就会想:这种方法运算太

繁了,走不通,此时教师如果不去支支招,而是全盘

否定之,大讲特讲自己的妙招,这样一对比,学生就

会有一种失败感,自卑心里油然而生,以后也就没

有“想做”了冲动,会认为再做也做不出来,也做不

出像老师那样的妙法. 而事实上,学生却不知道,教
师之所以一讲就是“高大上”的方法,是因为教师要

么此类题见多了,其好的解法已烂熟于心了,故教

学时当然就选择自己最拿手的方法了,故显得教师

是多么的“聪明”;另一方面,教师没有将当初第一

次解决此类问题时的失败经历与挫折或走过的曲

折道路展现给学生,就会给学生造成错觉,认为老

师那么聪明,自己如此笨,正因为如此,现在的学生

缺乏自信与兴趣. 笔者前不久在刚刚升入高一的学

生中作了调查就印证了这一事实,一个 50 人的班

级,笔者问:“对学习数学有兴趣的同学请举手”,结
果就 8 个学生举手,接着笔者又追问到:“对学习数

学有自信的同学请举手”,而这次举手的更少,才 5
人,这一现象说明了培养学生的学习数学的兴趣与

信心已刻不容缓,它已成为我们数学教学质量进一

步提升的羁绊.
笔者认为学生对数学不能产生兴趣及不自信,

关键是我们教师教学关注学生的少,没有注重学生

兴趣及自信心的的培养,没有将学生看成一个有思

想的人,而将学生看作是一个个装“解题方法与套

路”的容器,教师与学生沟通交流的少,更听不到教

师的肯定与赞美的话语,学生成长的环境就是充满

失败与困难,而一点找不到成就感,哪来的的自信

与兴趣? 对此,笔者认为只要我们教师改变一下教

育观念,加大对学生想法的关注与帮助,鼓励学生

将他们的想法斗争到底,虽然很繁,也要继续下去,
以让学生知道自己的想法并不错,也是正确的,只
不过运算稍微麻烦一下,或者没有看到里面蕴含的

运算技巧罢了,如对于 2tan2α - 7tanα - 2 = 0,如果

不使用求根公式求出 tanα,而是变为 2(1 - tan2α)

= - 7tanα,将此时直接代入 tan2α = 2tanα
1 - tan2α

,就容

易得到 tan2α = 2tanα
1 - tan2α

= - 47 ,经过这样的一点

拨,让学生看到自己的想法也是很好的,自然就产

生了成功感,此时教师要及时加以表扬与呵护,学
生得到了教师的肯定与赞扬,无形中就会激起学生

去主动地解决问题的欲望,这也许就是学生自信与

兴趣的有力体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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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高考导数压轴题的命制手法

福建省福清第三中学 (350315)  何 灯

  王国维《人间词话》总结人生三层境界:第一层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层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层“众里

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
其实数学解题也是有境界的,第一层境界“正确解

题”;第二层境界“一题多解”;第三层境界“多题一

解”;第四层境界“发现定理”;第五层境界“自己编

题”. 诚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编题的能力,但是,
钻研历年高考真题,探究其命题规律,遵循规律进

行解题、析题、命题、教题,不失为跳出“题海”,快速

提升自身境界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本文笔者以 2018 年全国卷Ⅰ理科数学压轴题

为例,探究其命题手法,借助此手法,实现试题的一

般性拓展,并编制出相同类型的试题. 文中所述只

是笔者对命题者命题过程的思考、揣测、推演,可能

并非命题者的命题意图,仅供读者参考.
一、原题再现

题 1 已知函数 f(x) = 1x - x + alnx.

(1)讨论 f(x)的单调性;
(2) 若 f ( x) 存在两个极值点 x1, x2,证明:

f(x1) - f(x2)
x1 - x2

< a - 2.

本题是考查学生逻辑推理、直观想象、数学运

算等核心素养的一道好题. 该题曾作为 2011 年湖南

文科数学压轴题,且设问类似.

题 2 设函数 f(x) = x - 1x - alnx(a∈R).

(1)讨论 f(x)的单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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