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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探究揭本质 ，高效思维促发展
● 广东梅县东山中学  孔鑫辉

课堂是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主要阵地 ，提升学生

的学习力是当前课堂课程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 ，从而

数学课堂教学的策略应指向学生学习力的提升 ．事实

上 ，学习力的要素总是围绕数学思维来组织与构建

的 ，数学思维是通往高效学习的桥梁 ．“数学是思维的

体操” ，由此可见 ，通过可操作性的内容来训练学生的

思维 ，达到思维方式的高效需要得到广泛的实践 ．鉴

于此 ，教师需基于对数学本质清晰的认识 ，创新教学

方式 ，引导学生深度探究 ，引领学生高效而深刻地思

维 ，才能促进学生高效学习 ．本文仅就数学教学中高

效的思维方式展开论述 ．

1 循序渐进 ，让思维走向深刻

既然数学教学是思维活动的教学 ，那么教师应基

于学生的思维来展开教学 ．事实上 ，就题论题仅仅是

对问题的浅层认识 ，在高效思维方式的大前提下 ，我

们更需要做到的是对问题的深刻理解 ．所以 ，一方面 ，

我们需要回避“题海战术”以减轻学生的负担 ；另一方

面 ，我们需要在深化理解的层面上下足功夫 ，通过层

层深入地研究一个问题 ，循序渐进地探到问题的本

质 ，拓广解题思路 ，使得思维得以深化和优化 ．

例 1  若将函数 y ＝ cos x ＋
４π

３
＋ １的图象向左

平移 φ个单位得到的图象所对应的函数为偶函数 ，则

φ的最小正值是 ．

师 ：读题后 ，谁来说一说解决本题的思路呢 ？

生 １ ：将函数 y ＝ cos x ＋
４π

３
＋ １的图象向左平

移 φ个单位 ，可得 y ＝ cos x ＋ φ ＋
４π

３
＋ １ ，进一步地 ，

探求 φ的最小正值 ．

师 ：思路的定位十分准确 ，进一步该如何求解呢 ？

生 ２ ：因为偶函数的对称轴是 x ＝ ０ ，也就是 y轴 ，

将其代入 ，可得 cos φ ＋
４π

３
＋ １ ＝ ０ 或 ２ ，所以

cos φ ＋
４π

３
＝ １或 － １ ，所以 φ ＋

４π

３
＝ kπ ，φ ＝ kπ －

４π

３
（k ∈ Z） ，所以 φ的最小正值是

２π

３
．

师 ：非常棒 ！其他同学也是相同解法吗 ？

生 ３ ：由 y ＝ cos x ＋
４π

３
＋ １为偶函数 ，则有恒等

式 cos x ＋
４π

３
＋ １ ＝ cos － x ＋ φ ＋

４π

３
＋ １ ，化简可

得 ２sin x sin φ ＋
４π

３
＝ ０ ．由于 sin x 不恒为 ０ ，从而

sin φ ＋
４π

３
＝ ０ ，则 φ ＋

４π

３
＝ kπ ，φ ＝ kπ －

４π

３
（k ∈ Z） ，

所以 φ的最小正值是
２π

３
．

师 ：刚才生 ２和生 ３呈现的都是一般解法 ，还存在
更加简洁的解法吗 ？

学生陷入思考 ．

生 ４ ：如图 １ ，作出函数 y ＝ cos x ＋
４π

３
＋ １图象 ，

并根据图象得知 ，只需将图象向左平移
２π

３
个单位 ，即

可获解 ．

图 １

师 ：抽象的函数问题往往使得我们的学生思维受
阻 ，生 ４将抽象的问题直观化 ，通过数形结合完美解决
了本题 ，非常棒 ！

至此 ，学生得出了三种解法 ，同时生 ４对于本题中
的收获要旨是具有价值的 ．本题研究到这里似乎可以
结束了 ，那么本题的探究价值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吗 ？

师 ：对于本题 ，你们还有什么想法或疑问呢 ？

生 ５ ：刚才研究的是函数图象的左右平移 ，倘若上
下平移 ，哪些量会变化 ，哪些量不会变化呢 ？

师 ：生 ５在积极反思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非常深
刻的问题 ，可见 ，他已经看清了本题的全貌 ．那我们一
起再来思考一下 ．

生 ６ ：在上下平移的情况下 ，函数值有了变化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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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象的形状不变 ，单调区间也不变 … …

数学解题活动中的思维过程是显性的 ，从而一题
多解的训练是培养思维深刻性的有效途径 ，对于教师
而言 ，需要站在学生的思维视角为学生提供有效的支
架 ，并循序渐进进行引导 ，那么他们思维的深刻性就
能得到提高 ；对于学生而言 ，需要深刻理解概念 ，深入
思考问题 ，从而预见解题的发展过程 ，优化思维品质 ．

2 抓住本质 ，让思维越发简洁

简洁性思维就是指当思维活动到达一个较高的水
平时 ，可以瞬间抓住事物本质 ，创造简单而便捷的解决
方法 ，主要表现在能够深入思考和分析问题 ，并透过纷
繁复杂的现象 ，发现事物的本质 ．因此 ，在解题教学中 ，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数学思维活动的全过程 ，让学生通
过深入探究牢牢抓住问题本质 ，让思维越发简洁 ．

例 2  已知函数 f （x ） ＝ ax
x ２

＋ １
，g（x ） ＝ sin４ x －

cos４ x ，若对于任意 x １ ∈ R都有 x ２ ∈ R使得 g（x ２ ） ＝

f （x １ ） ，则实数 a的取值范围是 ．

分析 ：经过分析 ，学生易得 g（x ） ＝ sin４ x － cos４ x
＝ － cos ２ x ∈ ［－ １ ，１］ ，从条件可知函数 f （x ）的值域
为函数 g（x ）的值域的子集 ，下面只需求出函数 f （x ）
的值域即可获解 ．该如何探求呢 ？可知的是 f （x ）的
定义域为 R ，所以 ，可得以下两种策略 ：

方法 １ ：（分类讨论）

当 x ＝ ０或 a ＝ ０时 ，有 f （x ） ＝ ０ ；

当 x ＞ ０时 ，f （x ） ＝ ax
x ２

＋ １
＝ a· １

x ＋
１

x

．若 a ＞

０ ，则 ０ ＜ f （x ） ≤
a
２

；若 a ＜ ０ ，则 －
a
２

≤ f （x ） ＜ ０ ．

当 x ＜ ０时 ，若 a ＞ ０ ，则 －
a
２

≤ f （x ） ＜ ０ ；若 a

＜ ０ ，则 ０ ＜ f （x ） ≤
a
２

．

综上 ， f （x ） ≤
a
２

，所以实数 a的取值范围

为［－ ２ ，２］ ．

方法 ２ ：（导数法）

据导数知识 ，可得 f′（x ） ＝
a（１ － x ２

）

（x ２

＋ １）
２ ．再就 a ＞

０ 、a ＝ ０ 、a ＜ ０ 三种情况研究函数的最值 ，并借助

f （x ）与 g（x ）的值域关系 ，最终得出实数 a的取值范
围为［－ ２ ，２］ ．

由于本题是一道难度适中的填空题 ，以上两种解

法似乎略显烦琐 ，且在时间的把握上无法得以更好地

把控 ．是否还有更简洁的思路呢 ？ 此时 ，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观察函数 f （x ）解析式的结构特征 ．学生经过

深入观察易联想到基本不等式 a２ ＋ b２ ≥ ２ ab（a ，b ∈

R）的强化形式 a２ ＋ b２ ≥ ２ a b （a ，b ∈ R） ，从而得

出可以这样探求函数 f （x ）的值域 ：

当 a ＝ ０或 x ＝ ０时 ，则有 f （x ） ＝ ０ ，符合题意 ；

当 a ≠ ０且 x ≠ ０时 ， f （x ） ＝ a ·
１

x ＋
１

x

≤
a
２

．

综上 f （x ） ≤
a
２

，所以实数 a的取值范围为

［－ ２ ，２］ ．

此时 ，教师还需进一步追问 ：“还能更加简洁

吗 ？ ”学生基于以上思路稍加思考 ，则可发现 f （x ） ＝

ax
x ２

＋ １
＝ a· １

x ＋
１

x

，可得
x

x ２

＋ １
≤

１

２
，进一步得出

f （x ） ≤
a
２

．

显然 ，经过这样的深思熟虑 ，在不断调整和修正思

维方向的过程中 ，为学生节约了更多的思维空间 ．为达

到培养简洁性思维这一目标 ，我们只有将数学思维方

法与具体的数学解题紧密结合起来 ，将这种思维品质

的培养贯穿于解题过程中 ，以具体问题的分析带动和
促进简洁性思维的形成 ，并形成稳固的思维方式 ．总

之 ，只有通过深入地研究数学问题背后的思维方式 ，我

们才能让学生感受到具体的思维方式 ，只有在简单方

法上下足功夫 ，我们才能真正做到让学生的思维更简

洁 ，让简洁性思维实现数学的再创造 ．

让思维变得更加严谨的过程 ，不仅可以真正意义

上掌握知识和发展能力 ，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思维方

法的展现让学生更加清楚地认识自身的思维过程 ，并

在此基础上及时进行调整和修改 ，在积极主动地进行

自我反馈和剖析的过程中 ，透过现象 ，探及本质 ，真正

达到理解和运用 ．更重要的是 ，通过不断改进思维方

式 ，促使学生不断总结和吸收解题过程中的经验和教

训 ，使得思路更加开阔 ，进而高效思维 ．

总之 ，解题教学中 ，教师应以具体数学问题为载

体 ，善于以题带面 ，多方设疑 ，循序渐进地加以指导 ，

挖掘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简洁性和严谨性 ，使得学生

用尽可能少的时间获取最大效益的解题方式 ．在解题

过程中 ，能够达到高效率和高质量 ，才能促进学生思

维方式的高效 ，才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力 ，使学生获得

高效发展 ，那么学生的数学学习自然会充分高效 ，在

高考中数学解题也会充分高效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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