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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三)例题讲解，理解新知

例 求证：如果两条平行直线中的一条直线垂

直于一个平面，那么另一条直线也垂直于这个

平面．

师生活动：引导学生根据题意画出示意图，并

把文字语言转换为符号语言，并与学生共同分析证

明思路，规范证明过程的书写．

设计意图：让学生在这一过程中认识到证明线

面垂直有两种方法：定义法和判定定理法，提高思

维的灵活性．

(四)达标检测，巩固新知

1．如图9，四棱锥S一4BcD的底面是正方形，

肋上平面ABcD，求证：4C上平面肋B．
2．如图10，在正方体ABcD—A，B。c。D。中，求

证：A，C上平面BC，D．

A

C

Al

A

Cl

C

图9 图10

设计意图：检验学生能否灵活运用判定定理进

行证明，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反思小结

1．本节课你学到了哪些知识?是通过怎样的

方法学习的?知识和方法中蕴含了哪些数学思想?

2．线面垂直的定义和判定与之前学过的线面

平行的定义和判定在知识结构、思想方法上有何

异同?

设计意图：通过梳理本节课所学知识，进一步

体会立体几何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培养学生的反思

习惯，帮助学生建立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体系．

(六)作业布置

必做题：教材152页练习第3题，163页习题

8．6第5题．

选做题：查阅资料，了解数学家证明线面垂直

判定定理的方法、模型．

设计意图：必做题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利用线线

垂直来证明线面垂直这种常用方法；选做题渗透数

学文化是为了让学生体会数学严谨求实，不断创新

的精神．

总之，深度学习课堂应以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

养为目标，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引导其经

历知识的生成过程，促进其深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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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解三角形”复习课探究8

广东省珠海市第一中学 (519000) 赖嘉辉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

简称《课标(2017年版)》)指出发展学生的核心素

养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化和细化，并把数学学科

的核心素养描述为“具有数学基本特征的思维品

质、关键能力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体

现”；明确了数学学科的核心素养包括：数学抽象、

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和数据分

析-1 J．2014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着手研究开发“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并将其作

为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抓手和落实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及各学科课程标准的有效途径．经过

了几年的探索，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有了初步的

成果——单元教学，并将单元教学分为三类课：起

始课、关键课、复习提升课．本文主要基于深度学习

教学模式下，探究如何开展深度学习下的复习提

升课．

一、教学模式

我们先确定复习提升课不是简单的罗列知识

点或随便拼凑一些习题，重点应该在题目的设计上

如何串联本单元或更高纬度的知识点．同时也应该

关注学生的思维发展，从简单到复杂，通过改变条

件或问题，形成一系列的知识链或知识团，从而让

。基金项目：本文系新一轮珠海市中小学名教师工作室(2020—2022年)专项课题“基于“深度学习”的高中数学教学研

究”(课题编号：2020GZS0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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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复习提升课上构建本单元的知识框架，充分

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尝试运

用“一题多变”或“一题一课”等教学模式，充分利用

知识点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更好地关注学生核心素

养的提升．

二、教学案例

例 (2021届惠州市高三下学期一模改编)在

△ABC中，口，6，c分别为角A，B，C的对边，sin2A+

sin2C=sin2B+sinAsinC．(1)求角B的大小；(2)若6

=√3，求△A曰c周长的最大值．

分析：由于本节课为复习提升课，我们可从一

题多解的题目中选取，通过不同的解法串联本单元

的各位知识点．本例第一问比较简单，利用正弦定

理和余弦定理可得B=半，这里不作详细解答，接下

来主要对第二问进行探究．

解法1：根据62=Ⅱ2+c2—2nccosB可得，3=02

+c2一oc=(o+c)2—30c，贝0(o+c)2—3=30c≤

3(竺#)2，即i半≤3，则口+c≤2万(当且仅当
o=c时，等号成立)则，周长的最大值为3√3．

解法2：根据正弦定理可得，南=志=盎
=2，则o=2si似，c=2sinc，则周长等于o+6+c=

2si以+2sinG+√3=2sinA+2sin(A+÷)+√3=

2万sin(A+詈)+万，由于o<A<竽，因此周长的

最大值为2万．
归纳总结：本题的以上2种思路，恰好运用了解

三角形这单元中两个最重要的定理，因此可使学生

对这两个定理的使用提供了思路．同时，除了正余

弦定理的运用，本题还运用了基本不等式，三角恒

等变换和三角函数的图形与性质等内容，充分体现

了深度学习中知识的有机融合这思想，为了评判学

生对本单元的掌握情况，我们可以对第二问进行

变式．

变式1 将第二问中，周长的最大值改为面积

的最大值．

解法1和解法2对于上述变式同样适用(解法

略)，接下来，我们可以另辟一条新思想对本问的解

法进行升华．

解法3：根据正弦定理可得，满足本题意的三角

形应为半径为1的圆的内接三角形．显然点B可在

优弧4B上运动，当B点在圆的顶点时，面积达到最
Q厅

大值号三，此时△A日c为等边三角形．根据思想1的

解法，我们也可以易知此三角形也是满足题意中周

长最大的三角形．

归纳总结：本解法可以很好的揭露了命题人的

本意，同时也让学生清楚的了解到这题的动态过

程，也可以为本单元知识点进行了很好的提升．当

然，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我们也可以设

置不同的变式来考查学生的运算能力等核心素养．

变式2把求△ABC的周长(面积)的最大值，

改为求周长(面积)的取值范围．

分析：此变式从难度上没有明显的提升，学生

对题目认真思考，解法1，2，3都可很好的解决本

变式．

变式3 把凹Bc改为锐角三角形，求周长(面
积)的取值范围．

分析：此变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任意三角形改

成锐角三角形，可以让学生以小组讨论的方法探讨

之前的3种解法是否可行，是否能用数形结合的思

想解决此道变式．

变式4 由原来的求周长的最大值，改为求c+

20的最大值．

分析：此变式从难度上提升了一个档次，而且

数形结合的方法明显不太适合本变式，而解法2的

方法最适合此变式．

解法1：3=02+c2—2。ccosB=口2+c2一口c=(c

+2口)2—302—50c，贝4(c+20)2—3=口(30+5c)=

导×7。(3。+5c)≤导(堑±挈堕)z，令￡：c+2。
可得￡2—3≤每}，则f2≤28，即￡≤2万．

归纳总结：本方法本质上和解法2一样，但是由

于题目的改变，对学生的运算能力要求更高，很好

的考查了核心素养中的运算能力．如果学生的接受

水平很高，我们还可以提高以下两种解法．

解法2：(判别式法) 由于3=Ⅱ2+c2一口c，将o

=c+20代入可得3=Ⅱ2+(f+2Ⅱ)2一Ⅱ(￡+2Ⅱ)，化

简可得702—5抛+￡2—3=0，由△≥0得25f2—4×7

·(产一3)≥0，即f≤2√7．

解法3：(三角换元法) 由于3=02+c2一oc，

『o一专—c=√3 sin日，

聪3小专尸牵冷悻急p，则
』n=√3 sinp+c。s9，所以c+2口：4c。sp+2万sin口：
【c=2cos日，

2√7 sin(臼+妒)，则c+2口的最大值为2√7．

归纳总结：以上两种解法难度较大，理解起来

也比较困难．但是它很好的串联了本单元以外的其

他知识点，更容易提升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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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数学思维．

三、总结反思

围绕深度学习教学模式，教师应注重对学生的

数学单元复习提升能力的全面把握．同时，学生应

主动参与整个教学过程，并充分提出个性化思考．

教师也应该遵循学生的思维，当学生的思维与教学

预设有所偏差时，要充分分析学生思维的合理性，

拨正学生思维的方向，让学生学会思考．“一题一

课”教学模式不仅转变了复习提升课中教师的教学

方法和学生的学习方式，而且更能够稳步提升学生

的数学核心素养．

总之，基于核心素养的深度学习是把培养学生

的问题发展力与问题解决力置于重要的地位，提问

是实现深度学习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一题

一课”教学模式更能使学生积极调用所有的相关知

识，并将其整体化、经验化、结构化，突显了数学的

思维活动，激发了学生再次发展的力量，潜移默化

地达到了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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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主体地位 追寻优效备考

福建省莆田市第四中学 (351100) 严丽香

高考数学复习是学生在已经学习了中学数学

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展开的复习教学．在课堂教学

中，很多教师热衷于“满堂灌”的“习题——讲
评——习题”的复习模式，一节课下来，讲了很多题

目，但学生并未真正掌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这

种高考复习模式让学生的主体地位严重“缺失”，不

利于学生独立思考，不利于其思维品质与关键能力

的提升．在数学复习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参与者、引

导者，但决非灌输者，复习教学应突显学生的主体

地位，把课堂让位给学生，留给他们独立思考、合作

交流的时间与空间，才能真正提高高三复习课的效

益．以下笔者结合课堂教学实践，谈谈高考复习教

学中的几点思考．
1 让出知识获取的空间，启迪学生“研学”

很多教师在第一轮复习时，仍按教材的顺序进

行讲授，学生虽然对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有印象，

但无法把它们串联起来，无法从整体上理解数学．

因此，在复习教学中，教师应打破教材的章节界限，

对数学知识进行“板块”式整合串讲，将散乱的、零

碎的知识点串联起来，使其系统化、综合化．一般可

按照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模块”式整合：(1)章节内部

的整合．比如单调性、值域、导数等内容应该以单调

性为核心整合在一起进行复习．(2)章节之间的整

合．比如，平面向量与空间向量是二维到三维的递

进关系，应该将平面向量与空间向量的概念、定理、

运算进行对比复习．例如在平面中共起点向量的加

法法则为平行四边形法则，延伸到空间中就是平行

六面体法则；在平面中首尾相接向量的加法法则为

三角形法则，延伸到空间中就是封闭多边形法则．

由于平面向量基本定理与空间向量共面定理本质

是相同的，因此教师在复习教学中可将这些知识点

整合在一起串讲．

共线定理设点D为直线外任意一点，若存在

唯一的一对实数(石，y)，使0P=x似+y DB，且石+y

=1，则P、A、B三点共线．

推论1 如果石=y=÷，则点P必为线段AB中

点．

推论2 如果戈2 rl_，y 2 f专，则点P分线
段AB所成的比为A，此时线段AB的定比分点公式

的向量形式为(矛=堡掣．
上十^

共面定理设0、A、B、C为不共线的四点，若对

空间中任一点P，都存在唯一的有序实数组(戈，y，

z)，使得OP=戈O_A+y DB+z DG，且茗+y+z=1，贝0

必有P、A、B、C四点共面．
1

推论 若戈=y=彳=÷，则点P必为△ABc的

重心．

通过梳理，将相对零碎的知识点串联起来，串

“珠”成“链”，使学生对基础知识有一个整体的把

握，有利于构建完整的数学认知结构，从而对概念、

规律有了本质认识，促进了深度学习，提升了数学

抽象、逻辑推理等核心素养．

2实践体悟数学思想方法，鼓励学生“展学”

近年来，数学高考命题重视对理性思维与关键

能力的考查，因此课堂复习教学应在培养学生深度

思维上下工夫．教师应关注学生研究解决问题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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