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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椭圆的标准方程” 一轮复习课中， 尝

试采用“自主学习” 的模式， 以问题链形式展开教学.

教学后反思发现， 教学目标学习化、 提炼内容精准化、

变式教学一题化是自主学习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椭圆的标准方程； 一轮复习； 自主学习；

教学反思

“椭圆的标准方程” 是解析几何中一个重要的知识

点， 在江苏省高考 《考试说明》 中为理解要求， 是高

考必考的内容， 也是直线与椭圆型题目的基础. 在教

学设计上， 将教学目标设计为理解椭圆的定义和掌握

椭圆的标准方程.

复习重点： 求椭圆的标准方程.

复习难点： 椭圆标准方程的运用.

高三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数学基础， 并且有了一

定的解题能力. 但是因为这是学生在高二所学的知识，

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 本节课的知识点已经有些遗忘.

由于刚刚复习完“直线与圆”， 所以在教学思路上可以

类比“直线与圆” 展开.

本着这样的思路， 教师分别围绕椭圆的定义及椭

圆的标准方程设计了四个自主学习题， 并以提问形式

展开， 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回忆起必要的知识点及注意

点. 两个例题， 每个例题做到至少有两个方法解决，

而且对每个例题都要做变式处理. 例 1 仍然围绕椭圆

的标准方程， 例 2 则是在注重数形结合的应用上展开，

目的不只是加深知识的理解， 更主要的是让学生学会

转化. 课后布置了一定量的练习加以巩固.

教学实施上， 尝试了自主学习模式， 围绕教学目

标， 通过问题和问题变式链， 由浅入深， 让学生在解

决问题中发现问题， 然后再去解决新的问题.

通过本节课教学， 笔者真正体会到了自主学习教

学模式的优点.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 体现了以学生为

主体的思想， 教师在整个过程中， 只起到点拨与提炼

的作用， 是实现少讲及精讲的一条有效途径.

本节课教学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 设计的问

题与学生思考方向偶有脱节现象. 出现这一现象的根

源在于教学目标的设计， 还停留在对教材笼统地了解、

理解和掌握上， 还将侧重点放在教师的教而非学生的

学， 还没有从根本上去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目标.

因此， 变教学目标为具体的学习目标， 即目标学习化

是需要进行改进的地方. 对于本节复习课， 大多数参

考书中的教学目标是照搬 《考试说明》 中的理解椭圆

的定义与标准方程， 个别参考书中， 加入了过程与方

法讲练结合法或变式推进法等， 而情感、 态度与价值

观多叙述为体会问题的转化思路与方法. 这些设置本

身比较笼统， 属于粗线条的， 而真正有效的教学要求

是细线条的. 如果将其改进为学习目标 （记住椭圆的

定义与标准方程， 会根据已知条件求椭圆的标准方程，

会根据方程求一些量的值）、 学习方法 （通过问题间的

类比， 解剖问题转化的方向与脉络）、 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 （体会椭圆定义、 方程问题切入角度与知识的联

系）， 笔者认为会更加实用.

其次， 提炼问题要精准化， 教师设计什么问题？

在什么关节点变式？ 问题和变式如何链接？ 用问题和变

式想要说明什么问题？ 要达到什么目的？ 提炼出什么

结论？ 这一系列问题正是教师在自主学习教学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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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虑的， 也是教师要有所作为的地方. 例如， 想

说明椭圆的定义与应用， 就围绕其注意点来展开变式.

再次， 变式教学是自主学习的一种很重要的方式，

但这种方式的高境界是一题式教学， 在变式教学一题

化这方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例如， 对于本节课的

教学， 可以尝试改进为由一个母题变式展开设置， 这

样做， 减少了学生课堂上的阅读量， 将重心由阅读和

计算向如何转化进行了转移.

改进后的一题式教学流程设置简案.

母题： 设 F1（-3， 0）， F2（3， 0）是平面上两定点，

若动点 P 满足 PF1 + PF2 = 10， 则点 P 的轨迹方程

是 .

（1）定义条件变式.

变式 1： 设 F1（-3， 0）， F2（3， 0）是平面上两定点，

若动点 P 满足 PF1 + PF2 = 6， 则点 P 的轨迹是

.

变式 2： 设 F1（-3， 0）， F2（3， 0）是平面上两定点，

若动点 P 满足 PF1 + PF2 = 2a， 则点 P 的轨迹是

.

（2）定义应用变式.

变式 3： 若 F1， F2 是椭圆

x

2

25
+ y

2

16
= 1 的两个焦

点， 过点 F1 作直线与椭圆交于 A， B 两点， 则△ABF2

的周长为 .

变式 4： 设 F1， F2 分别是

x

2

25
+ y

2

16
= 1 椭圆的左、

右焦点， 点 P为椭圆上一点， M是 F1P的中点， OM =

3， 则点 P 到椭圆左焦点的距离是 .

（3）方程应用变式.

变式 5： 已知椭圆的焦点为 F1（-3， 0）， F2（3， 0），

且经过点 M

3， - 16
5( )， 则椭圆的标准方程是 .

变式 6： 椭圆 16x2 + 25y2 = k 的一个焦点是（3， 0），

则 k的值为 .

变式 ７： 已知点 P 在以坐标轴为对称轴的椭圆上，

点 P 到两焦点的距离分别为

16
5

和

34
5

， 过点 P 作长轴

的垂线恰好过椭圆的一个焦点， 求椭圆的标准方程.

变式 8： 求经过 A（5， 0）， B

4， 12
5( )两点的椭圆

的标准方程.

附录 1

“椭圆的标准方程” 复习课教学简案.

一、 自主学习， 知识回顾

（1）设 A（-3， 0）， B（3， 0）是平面上两定点， 若

动点 P 满足 PA + PB = 10， 则点 P 的轨迹方程是

.

（2）已知椭圆的焦点为 F1（-2， 0）， F2（2， 0）， 且

经过点 M（3， -2 6√ ）， 则椭圆的标准方程是 .

（3）椭圆 x

2 + ky

2 = 1 的一个焦点是（0， 2）， 则 k

的值为 .

（4）若点 F1， F2 是椭圆

x

2

4
+ y

2 = 1 的两个焦点， 过

点 F1 作直线与椭圆交于 A， B 两点， 则△ABF2 的周长

为 .

二、 交流点拨， 能力提升

例 1 已知点 P 在以坐标轴为对称轴的椭圆上，

点 P 到两焦点的距离分别为

4
3

和

14
3

， 过点 P 作长轴

的垂线恰好过椭圆的一个焦点， 求椭圆的标准方程.

例 ２ 设点 F1， F2 分别是椭圆

x

2

25
+ y

2

16
= 1 的左、

右焦点， 点 P为椭圆上一点， M是 F1P的中点， OM =

3， 则点 P 到椭圆左焦点的距离是 .

三、 当堂反馈， 知识巩固

根据课堂教学选择教材练习题.

附录 ２

“椭圆的标准方程” 复习课课堂实录.

一、 自主学习， 知识回顾

师：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来复习椭圆的标准方程，

请同学们完成自主学习第 1 题.

生 1： 因为 PA + PB = 10 是常数， 根据椭圆

的定义， 点的轨迹是椭圆. 又因为 2a = 10， 即 a = 5，

c = 3， 所以， 点 P 的轨迹方程是

x

2

25
+ y

2

16
= 1.

师： 生 1 在课前已经对椭圆的定义做了认真复习，

回答得很好.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变式 1.

变式 1： 设 A（-3， 0）， B（3， 0）是平面上两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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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动点 P 满足 PA + PB = 6， 则点 P 的轨迹是

.

生 2： 线段 AB.

师： 很好！ 那么， 变式 2中， 点 P的轨迹是什么呢？

变式 2： 设 A（-3， 0）， B（3， 0）是平面上两定点，

若动点 P 满足 PA + PB = 2a（a > 0）， 则点 P 的轨

迹是 .

生 3： 椭圆和线段.

师： 同学们先取一个特殊的 a值. 例如， a = 2， 点P

的轨迹是什么？

生 4： 没有满足条件的点 P.

师： 对了. 那么， 请大家来归纳一下， 在变式 2

中， 点 P 的轨迹是什么？

学生归纳， 教师用 ppt 导出椭圆的定义， 并强调

两点：（1） PF1 + PF2 是常数；（2）常数大于 F1F2.

师： 我们一起来完成自主学习第 2 题.

生 5：
x

2

36
+ y

2

32
= 1.

师： 现在大家分析一下解题过程.

生 6： 我们可以求出 PF1 = ７， PF2 = 5， 即 2a = 12.

所以 a = 6. 又因为 c

2 = 4， 所以 b

2 = a

2 - c

2 = 32. 再

根据椭圆的焦点位置在 x轴上， 所以椭圆的标准方程为

x

2

36
+ y

2

32
= 1.

师： 很好. 还有什么疑问吗？

生 ７： 我不是这么解的.

师： 好， 那么说一下你的解题过程.

生 ７： 因为椭圆的焦点位置在 x 轴上， 所以椭圆的

标准方程设为

x

2

a

2 + y

2

b

2 = 1. 代入点 M（3， -2 6√ ），

得

9
a

2 + 24
b

2 = 1. 又因为 a

2 - b

2 = 4， 解得 a

2 = 36， b

2 =

32. 所以椭圆的标准方程为

x

2

36
+ y

2

32
= 1.

师： 如果椭圆的焦点位置在 y 轴上， 椭圆的标准

方程还能不能设为

x

2

a

2 + y

2

b

2 = 1？

学生有所感悟.

师： 我们如何设椭圆的标准方程？

生 8： 椭圆的焦点位置在 x 轴上， 椭圆的标准方程

设为

x

2

a

2 + y

2

b

2 = 1（a > b > 0）.

教师用 ppt导出椭圆的标准方程， 并强调 a > b > 0.

二、 交流点拨， 能力提升

在前面自主学习的基础上， 学生已经会求椭圆的

标准方程， 设计例 1 的目的是总结求椭圆的标准方程

的方法.

师： 看例 1.

在学生思考、 解题的过程中， 教师在学生间巡视，

然后请两名运用典型解法解题的学生分别分析其解题

思路并展示他们的解题过程.

师： 大家来总结一下求椭圆的标准方程的方法.

生 9：（1）定义法；（2）待定系数法.

师： 我们已经会用定义法和待定系数法来求椭圆

的标准方程. 同学们一起完成变式 3.

变式 3： 求经过 A（2， 0）， B

3√ ，

1
2( )两点的

椭圆的标准方程.

学生板演： 根据焦点所在的坐标轴不同， 分两种

情况讨论.

（1）椭圆的焦点在 x 轴上， 椭圆的标准方程设为

x

2

a

2 + y

2

b

2 = 1（a > b > 0），

代入点的坐标， 解得 a = 2， b = 1，

所以， 椭圆的标准方程为

x

2

4
+ y

2 = 1.

（2）椭圆的焦点在 y 轴上， 椭圆的标准方程设为

y

2

a

2 + x

2

b

2 = 1（a > b > 0），

代入点的坐标， 解得 a = 1， b = 2 （舍）.

师在巡视学生解题时， 发现有学生代入点的坐标

后， 只解出

1
a

2 = 1
4
，

1
b

2 = 1， 然后就直接写出椭圆的

标准方程

x

2

4
+ y

2 = 1.

教师展示该学生的解题过程.

师： 在用待定系数法设椭圆的方程时， 我们有没

有更好的设椭圆方程的方法？

学生讨论交流.

生 10： 椭圆的方程可设为 mx

2+ny2=1（m>0， n>0）.

通过例 1 和变式 3 的训练， 学生交流收获.

生 11：（1）椭圆的焦点位置不确定时， 要分类讨论；

（下转第 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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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在日常教学中要增加学生对现实世界空间关系

的体验， 构造学生学习新知的背景， 强调让学生以建

构的方式接受新知， 注重对学生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能

力的培养.

解决问题的本质就是把不熟悉的问题转化为熟悉

的问题. 在第（2）小题中， 学生若能熟练地掌握已知图

形的公式， 就可以通过模式识别， 把问题转化为等积

变换， 或先求出长方体的体积， 再利用比例关系求得

三棱锥的体积. 这里的等积变换， 就是把一个一般图

形的体积转变为一个标准的特殊图形来解决其体积问

题. 或是通过求长方体体积， 根据比例来求三棱锥的

体积. 如此大大地节约了思维， 节省了解题时间， 同

时为后面的问题解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总之， 从贵州省高考阅卷情况来看， 学生对空间几

何内容知识的学习还有较大程度的上升空间. 作为教育

工作者， 课堂教学既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创新意识

和实践能力， 培育学生的理性精神， 提升学生对真与美

的感知力， 又要关注学生的知识基础经验. 因为学生数

学能力的提高施力点是学生的数学现实， 所以教师在教

辅资料的选择和例、 习题的讲解方面要更具针对性， 进

而寻求在学生的基础和能力间实现全面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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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待定系数法设椭圆方程时， 可设为 mx

2 + ny

2 = 1

（m > 0， n > 0）.

生 12： 根据椭圆的定义， △ABF2 的周长是 4a， 所

以△ABF2 的周长是 8.

师： 很好， 生 12 运用了椭圆的定义， 巧妙地解决

了此题. 请看例 2.

学生板演： 通过作图， 发现 OM 是△F1PF2 的中位

线， 结合椭圆的定义， 此题得到顺利解答.

师： 下面请大家独立完成变式 4.

变式 4： 已知点 F 是椭圆

x

2

25
+ y

2

16
= 1 的焦点，

线段 AB 的中点为 C（0， 4）， 点 A 关于点 F 的对称点

为点 P， 则点 P 到点 B 的距离是 .

师： 例 2 和变式 4 都巧妙运用了椭圆的定义和标

准方程. 同学们交流一下， 看看这些题有没有一些共

同的特征？

生 13： 这些问题都与椭圆的焦点有关.

师： 很好， 椭圆中与焦点有关的问题， 可以从椭

圆的定义和标准方程的角度去解决， 有时会有意想不

到的效果.

师： 通过自主学习和例题分析， 我们已经复习

了求椭圆的标准方程的方法， 并且会用椭圆的标准

方程来解决问题. 趁热打铁， 我们一起来完成下面 4个

小题.

三、 当堂反馈， 知识巩固

略.

四、 课堂小结

师： 我们这节课， 复习了哪些内容？

生 14：（1）椭圆的定义和标准方程；（2）椭圆的标准

方程的求法；（3）圆的定义和标准方程的运用.

五、 课后作业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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