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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专题”是指一个相关联的、可以单独研究的知识体

系、某种数学思想方法、一个研究主题等.利用“微专题”进
行教学具有“因微而准、因微而细、因微而深”等特点，能起

到“见微知著”，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目的.“微专题”要针对

学生存在的“实问题”、“真问题”进行设计，但在实际教学

中，教师往往很难准确把握学生的学情，因此，微专题与学

生的实际需求存在着“脱节”的现象.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

题呢？笔者认为应该立足“稚化思维”进行微专题的设计.所
谓稚化思维，就是教师把自己的外在权威隐蔽起来，在教

学时不以一个知识丰富的教师自居，而是把自己的思维降

格到学生的思维水平上，亲近学生，接近学生，有意识地退

回到与学生相仿的思维状态，设身处地地揣摩学生的学习

水平、状态等，有意识地发生一种陌生感、新鲜感，以与学

生同样的认知兴趣、同样的学习情绪、同样的思维情境、共
同的探究行为来完成教学的和谐共创. 简而言之，“稚化思

维”就是“惑学生所惑、错学生所错、难学生所难”.那么具体

应该如何操作呢？下面笔者就结合“多元最值问题”微专题

的设计，谈谈对此的做法.

一、以学生的实际需求为起点确定主题

学习过程是一个

识知生成的过程，“学”
蕴涵着“知”的发生与

发展，明确“知什么”有
助促进“学”的发生.学
生是教学的主体，是课

堂上直接的对话者.从
表面上看，教师是“教

育者”，学生是“被教育者”，但事实上，教学中的思维、决
策和行为都是立足于学生的需求而展开的. 毋庸置疑，

学生才是教师学习与成长中真正的教育者.因此，将微

专题的主题定位于“回应学习者需求”才能使微专题发

挥应有的功效. 微专题的选题一般可以围绕考点细化、
知识点延伸、易错点辨析、难点突破、思维角度转化等视

角进行，如图1所示，但具体采用哪个视角，就需要明确

学生的实际需求.
多元最值问题是高中数学学习的重点、难点，也是

高考考查的热点. 多元最值问题中以二元问题最为常

见，也相对简单；对于超过二元的问题，要善于将其转化

成二元问题或一元问题.在设计本微专题之前，笔者先

对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统计如下：

存在问题 所占比例

化简变形能力弱 80.5%

缺乏消元意识 65.7%

函数方程思想薄弱 55.3%

数形结合能力薄弱 47.1%

无法读懂题意 15.5%

根据统计结果，本专题设计的原则是“立足难点易

错点，展现数学思想方法”.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设计了

以下微专题.

例1 已知实数x，y满足x＞y＞0，且x+y≤2，则
2

x+3y
+

1
x-y

的最小值为______.

例2 x，y，z∈R*，x-2y+3z=0，
y2

xz
的最小值为______

练习 1：设x，y为实数，若4x2+y2+xy=1，则2x+y的最大

值是______.
意图：体会基本不等式在解决此类问题中的重要作

用，掌握基本的变形方法与激情.
例3 已知任意非零实数x，y满足3x2+4xy≤λ（x2+y2）

恒成立，则实数λ的最小值为______.
例4 设实数a，b，c满足a2+b2≤c≤1，则a+b+c的最

小值为______.

练习2：已知x+y＝1，y＞0，x＞0，则
1
2x

+ x
y+1

的最小值为

______.
意图：消元是化归与转化的方法.针对多元最值问

题，可以先消元转化为一元问题，再利用函数知识求解.

例5 已知x，y∈R，则（x+y）2+ x- 1
y
-∈ ∈1 2

的最小值

为______.
意图：数形结合是高中数学又一基本思想，看似一

基于“稚化思维”理念下的数学“微专题”设计
———以“多元最值问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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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复杂的代数问题，通过构造几何模型，以形助数，有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

二、以学生的认知结构为起点分析问题

分析问题要以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为基础，促进学

生从原有知识和经验中构建知识的生长点，通过构建认

知“脚手架”，实现从从旧知识到新知识层次的自然过

渡.因此，教学设计时教师要尽量避免从数学教材或假

想的问题和经验出发，而是要立足学生真实的问题和经

验. 所谓真实的问题就是学生头脑中真正存在的问题，

它是新知识的固着点.因此，把握学生固有认识与新现

象、新事实的矛盾是分析问题的关键，通过引导学生主

动发现这一矛盾，从而引发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实现

让学生学有所思、学有所“成”.
对于例1我们可以多角度进行问题分析.
视角1：二元函数的最值问题，通常有两个途径，一

是通过消元，转化为一元函数，再用单调性或基本不等

式求解，二是直接用基本不等式，因已知条件中既有和

的形式，又有积的形式，不能一步到位求出最值，考虑用

基本不等式放缩后，再通过不等式的途径进行.
方法1：因为4≥2x+2y，x＞y＞0，所以

4 2
x+3y

+ 1
x-y≥ ≥≥ 2

x+3y
+ 1
x-y≥ ≥［（x+3y）+（x-y）］

=3+ 2（x-y）
x+3y

+ x+3y
x-y

≥3+2 2%
姨 ，

当且仅当x=2 2%
姨 -1，y=3-2 2%

姨 时，取等号.

故
2

x+3y
+ 1
x-y

的最小值
3+2 2%
姨
4

.

方法2：因为x＞y＞0，x+y≤2，所以0＜y＜1.

又因为
2

x+3y
+ 1
x-y
≥ 2

2+2y
+ 1
2-2y

= 3-y
2（1+y）（1-y）

= 1
2
· 1

6- 3-y+ 8
3-y≥ ≥

≥ 3 + 2 2%
姨
4

，当 且 仅 当 x =

2 2%
姨 -1，y=3-2 2%

姨 时，取等号.
视角2：元函数的最值转化为一元函数的最值，从而

利用导数研究函数最值，但在处理过程中充分考虑变量

的取值范围，否则容易出错.
方法3：因为2≥x+y，x＞y＞0，

所以
2

x+3y
+ 1
x-y
≥ x+y

x+3y
+ x+y
2x-2y

= 1+k
1+3k

+ 1+k
2-2k

，其中k= y
x
.

记g（k）= 1+k
1+3k

+ 1+k
2-2k

，k∈（0，1）.

因为g′（k）= 28k2+40k-4
（2+4k-6k2）2

，令g′（k）=0，得k= 4 2%
姨 -5

7
.

由于g（k）在 0，4 2%
姨 -5
7

≥ ≥上单调递减，在
4 2%
姨 -5

7
，≥ ≥1

上单调递增.

故g（k）min=g 4 2%
姨 -5

7
≥ ≥= 3+2 2%

姨
4

，

所以
2

x+3y
+ 1
x-y

的最小值
3+2 2%
姨
4

.

三、以学生的思维方式为起点提炼方法

学生的思维方式是教学设计的重要依据.教师能否

准确把握学生的思维心理和思维特点，能否对学生接受

知识的心理作出切合实际的判断，是教师提炼解题方法

的关键. 为了使教师的思维契合或顺应学生的思维，让

两种思维“合拍”，教师需要设身处地地从学生实际的思

维方式出发来进行方法提炼，当教师的思维带上了学生

的色彩，甚至达到了“学生化”之后，方法提炼的过程就

自然与学的过程融为一体，为专题设计就会进入一种自

然流畅的状态.
对于“多元最值问题”的解题方法的提炼，可以从“宏

观方法”与“微观操作”两大视角进行提炼，具体如图2所示.

宏观方法

消 元 法

换 元 法

判别式法

不等式法

整体代入

数形结合

微观操作

代入转换

放缩转换

分离转换

设参转换

构造函数转换

利用判别式转换

图 2

那么，那种视角更加符合学生的思维呢？“宏观方

法”视角所提炼的方法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重

叠”的，比如，在利用“不等式法”时经常要用到“消元

法”、“换元法”、“整体代入法”等，因此，这样的提炼方式

缺乏针对性，容易使学生混淆.“微观操作”视角就比较

符合学生思维，方法的目的性明确，就是为“转换”，通过

“代入”、“放缩”、“设参”等手段把不熟悉的问题转化为

易于学生理解的问题.
微专题在知识的整合和优化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题在教学过程中有效地避免了题海训练，注重了数学思

想的学习感悟，弥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发挥了学生主

体作用.微专题设计的核心是理解学生，而基于“稚化思

维”的微专题设计的实质是教师把思维的触角深入到学

生思维的领地，进行发掘、研究和探索，然后跳出学生的

思维框架，通过有选择的模拟，想学生之所想，从而使微

专题更加贴近学生实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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