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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 以一 节
“

平 面 向 量数量积 的 求 法
”

展 示课为 例 ， 通过展 示四 个教 学 片 段 ， 分析 了 问题设计 的

意 图 ，
提 出 高 三 一轮复 习 的 问题设计 要体现联 系 性 、针对性 、 综合性和拓展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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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性

数学教学过程本质上 就是提 出 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过程 ，数学教学应该 以 问题为 中心 ． 高 三一轮复 习

承载着查漏补缺 、夯实 基础 、 构建知识 网络 、 形成基

本解题能力 的重任 ， 我们 的课堂要 以 问题为 中心 ，精

心设计体现联 系性 、 针对性 、 综合性和 拓展性 的 问

题 ，提升课堂 的有效性 ．

在前 不久 武汉市高 三数学
一轮复 习 研讨 活动

中 ，笔者执教 了
一节

“

平面向量数量积 的求法
”

展示

课 ，获得 了专家的一致好评 ． 本文呈现这节课的主要

教学 片段 ，剖析问题设计在高 三一轮复 习 过程 中 的

价值 ，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 发 ．

１
． 教学片 断回顾

【片段 １ 】

问 题 １ 已 知平面上三点 Ａ
，
Ｂ

，
Ｃ满 足 ｜

３杳
｜
＝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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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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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意 图复 习平面 向量数量积的定义 、几何

意义 、坐标运算 、运算法则 ．

生 １
：观察到 ３ ， ４ ， ５ 是一组勾 股数 ，可知 ＺＡＢＣ

为直角 ， ｃｏ ｓＣ
＝

冬 ， ｃ ｏｓＡ＝？

， 于是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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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 从解题过程来看 ， 生 １ 运用 了平 面 向量数量

积的定义 ， 特别注意 了 两 个向 量 的 夹 角 ， 完成得非

常好 ．

生 ２ ： 由 条件知 ＺＡＢＣ 为直角 ， 以 Ｂ 为 坐标原

点 、
ＡＥ 所在直线为 ：ｒ 轴 ，

ＢＣ 所在直线 为 ＾ 轴 ， 建立

平面直角 坐标 系 ， 则 Ａ （ ３ ， ０ ） ， Ｂ （ ０ ， ０ ） ， Ｃ （ ０ ， ４ ） ， 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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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 ： 生 ２ 采用 了 坐标法 ， 引 人平 面 直角 坐 标系 ，

利用 向量 的坐标进行运算 ． 我们还能不能从
“

形
”

的

角度找到突 破 口 呢 ？

生
■

在＠ 上 的投影为 数量 ＣＢ
，
ｆ 在Ａ百

上的投影为 数量 ＡＢ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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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 生 ３ 采用 了 向量数量积的几何意义 ， 注意到

向 量＾
■

在 上 的投影 为数量 ， 非常 简洁地解

决了这个问题 ，体现 了数形结合的思想 ．

生 ４
： 由 条件知 ＺＡＢＣ 为直角 ， 所 以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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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Ａ ＋ ｃＡ －Ｍ

＝
ｏ＋ｃｔ

？

ｃｂＣ＋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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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 此法采用数量积的运算法则 ，

一步到位解决

问题 ． 继续观察式子的 特点 ，
三 个 向量首尾 相 连 ， 轮

换对称相 加 ， 大家还能想 到什么方法 吗 ？

生 ５
： 因 为Ｍ ＋＋

Ｍ
＝

０ ，将其两边平方可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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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非常好 ， 利用首尾相 连封闭 向量链的和为零

向量 的性质 ，结合本题式子的结构特点 ， 巧妙地计算

出数量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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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片段 ２】

问 题 ２如 图 １ ，在 ＡＡＢＣ 中 ，
Ｍ是 ＢＣ 的中点 ，

ＡＭ＝３ ，
ＢＣ＝１ ０ ， 则涵 ． 元 ＝



．

图 １

设计意 图巩 固 求 向 量 数 量积 的 两 种 方 法

一

“

基底运算
”

和
“

坐标法

教师引 导 ，探究本题的两种基本解法 ．

生 ６
： 因 为 Ｍ是 ＢＣ 的 中点 ，所 以 ２＾

＝Ｍ
＋

Ｉ？
， 又 ２Ｍ

＝ 茂 ＝ 痛 －定 ， 所以

４ 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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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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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 ．

师 ：此解法结合了 图形特点 ， 以 为基底 ，

列 出 两个等式 ，平方相减后产生＃解方程得

前 ． Ｓ？． 显然 两点关于点Ｍ 对称 ， 我们可 否利

用 这个特点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来 解决问题呢 ？

生 ７
： 以 Ｍ 点 为坐标原点 、

ＢＣ 所在直线为 ｘ 轴

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 ， 则 Ｂ
（

－

５
，
０ ）

， Ｃ （ ５ ，
０ ） ．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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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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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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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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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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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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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 ，

一

：ｙ ） ，

所以

ＡＳ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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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

师 ： 以上设坐标求解的方法体现 了设而不 求的

思想 ． 基底 法与坐标法是解决平面 向 量 问题 的 两种

基本方法 ， 大家可 以 根据题 目 的特点 选择最适 宜的

方法 ．

．

【片段 ３ 】

问 题 ３如图 ２ ， 在 ＲｔＡＡＢＣ 中 ， 已 知 ＢＣ
＝

ａ ，

若长 为 ２ａ 的线段 ＰＱ 以点 Ａ 为 中点 ， 问 ： 与５？ 的

夹 角 ０ 取何值时 芦 ？

＠ 的值最大 ？并求 出 这个最

大值 ．

设计意 图强化 函数思想 、转化与 化归思想 的

运用 ．

师 ： 题 目 只 给 了一个垂直 条件及两条动直线 的

长度 ，求两个平面 向 量数量积的 最大值及取最值的

条件 ，难度较大 ， 不易 上手 ， 大家不妨对 比 问题 ２
， 以

平面 向 量的两个基本方法为 出 发点 ， 尝试探究解决

问题的突破 口 ．

几分钟后 ， 两位学生分别给 出 了 如下两种解法 ．

生 ８
： 因为１百 丄記 ， 所 以Ｓ Ｕ＝〇

．

因为 ］５？ ＝— ＝＝
—

紀 ，所 以

ＷＰ －
Ｗ

＝

（
ＡＰ － Ａ８ ）？（Ａ＾

－ Ａ？ ）

． 涵 － Ｉ？ ？龙－涵 ？ 苑＋涵 ？ 元

＝－ ａ
２－ Ａ？？＋ＡＳ

？Ａ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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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ｚ－ ＡＰ （ＡＳ － Ａ＾ ）

＝ — ａ
２

＋ＰＣｊ？＝
＿

ａ
２

＋ａ
２

ｃｏｓｄ ，

故当 ｃｏ ｓ０
＝１

， 即 ０ 
＝

０ 时 ， Ｂｐ？最大 ，最大

值为 〇 ．

生 ９
：
以 Ａ 为 坐标原点 ，

ＡＢ
、ＡＣ 所在 直线为坐

标轴 建 立 如 图 ３ 所 示 的 平 面 直 角 坐 标 系 ， 则

Ａ （０ ，
０ ） ．

设 ｜

ＡＢ
 丨

＝
ｃ ，

｜

ＡＣ
｜
＝６

， 则 Ｊ３ （ ｃ ， ０ ） ， Ｃ （ ０ ，
６ ） ，

６
２

＋ｃ

２＝
ａ

２

．

设Ｐ （ ＿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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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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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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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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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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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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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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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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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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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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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ｃｘ
—

ｂｙ
＝—

ａ
２

－

＼ｒｃｘ 

—

ｂｙ ．

因为 Ｃ 〇Ｓ０
＝

 Ｉ溫 所以 ａ

—

＾
＝

ａ
２

ｃｏｓ０ ，所以互？？ 面 ＝
＿

ａ
２

＋ Ｃ
Ｚ

２

Ｃ〇 Ｓ０ ．

故 当 ｃ ｏ必 ＝
１ ， 即 ０

＝
０ 时 ，Ｂ芦 ． 市 最大 ，最大

值为 〇 ．

师 ： 在得到数量积的 表达式

一

幼 后 ， 我们能否用不等式求解呢 ？

由 柯西不等式可得

ｃｘ
＿

ｂ
ｙ＾ｙ／ｃ

２－

｛
■

ｂ
２

？ｙ／ｊ：
２（

—

＾
ｉ ）

ｚ＝
ａ

２

，

所 以
—

ａ
２

＋ ｃｒ
—

６
：ｙ ＜

￣

ａ
２

＋ ａ
２
＝ ０ ，

当且仅 当 ｃ
；ｙ
＝

—

＆ｒ 时等号成立 ？

又 ＝（
， ２ｘ ， ２ｙ ） ，ＢＣ＝（ 

—

 ｃ ， ６ ） ， 也 即
Ｐ＜５与

記 同 向 共线 ， 即 （

９＝〇 时 ，定 ？ 吊 最大 ， 最大值

为 〇 ．

第一种解法 利 用 向 量 自 身 的符号优势 ， 采用基

底法 ，体现 了转化与化归 的数学思想 ． 第二种 解法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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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坐标法 ， 利 用平面 向量数量积的坐标表示 ，体现 了

函数思想与 数形结合思 想 ． 利 用柯 西不 等式求＃ ？

０ 的最值 ， 特别要注意 等号成立的条件 ．

【片段 ４】

ＰＰＴ 展示课后探究试题 ：

问题 ４点 Ｍ 为 ＡＡＢＣ 内
一点 ，且满 足Ｍ＋

３Ｍ＋２ｇ
＝

０ ， 〇 为 ＡＡＢＣ 的外心 ， 已 知 Ａ＝

６０
°

，
ＢＣ＝２

，则Ｓ３
？
Ｍ 的最大值是 ．

设计意 图打破课堂时空局限 ，让学有余力 的

学生课后钻研 ．

解析 设 ＡＡＢＣ 中角 Ａ ，
Ｂ

，
Ｃ 的对边长分别为

ａ ，
６

， ｃ ， 由 余弦定理得ａ
２＝

６
２

＋ ｃ
２—

２６ｃ

＇


．ｃｏ ｓＡ ，把已

知条件代人得 Ｖ ＋ ｄ — ＆＝４
．

由＋ ３ Ｍ＾＋２ ｉ＾
＝０

得＋３ （Ｍｔ＋

Ｍ ）＋ ２ （Ｍ＾＋
Ｓ？ ）＝０ ， 整理得

７Ｊ^ ＝

ｊ
ＡＳ＋

ｊ

Ａ＾ ．

结合投影的定义可得 ：

Ａ５ ． ＡＡ＾＝ｉ－ Ａ＾ ． ＡＤ＋ 
ｉ－ Ａ５ ． Ａ（５

士

？ｒ

｜６
？

音
＝ ＋

＋
６

２

４

ｂ
２

＋ｃ

２
—

ｂｅ

１２ ｂ
２

＋３ ｃ

２

ｂ
２

＋ｃ

２
—

ｔｆｃ

ｉ ．

２＋ ３（

ｊ
－

）

２

＋ （

ｆ
）

２
－

＆
Ｔ

＝
ｔ ， ｔ ＞ ０

， ｉＥ ｇ （ ｔ ）
丄 ．

３ （

２

＋ ２

３ｔ

２
—

？
￣

ｆ
￣

１

１３ ／

—

１

３ ｔ

ｚ—
ｚ＋１

， 再设 ３ ｒ
—

１ ｆ

， 则

ｇ （ ｔ ）
＝
ｕ （ ｍ ） ＋

３ｍ

１＋

ｍ
＂

—

ｍ ７

注 意到 ｗ １
，要 Ｗ （

／？ ２ ） 最大 ， 显然 Ｗ ＞ ０
， 从

而可得

ｕ （ ｍ ）＾ １ ＋
３

ｍ
Ｈ
 —

１

ｍ

＜ １＋
３

２ ＾７
－

１

２ ＾７ ＋ １ ０

等号成立的 条件是 爪
＝＃ ，对应的 ？

＝

１ ） ， 即
ｆ

＝

士
（７７ ＋ １ ） ．

所以 ，
ＭＭ 的最大值为

２＾
９

＋ １ （）

．

２
． 教学感 悟

２ ． １起始环节 问题设计要体现联 系性

起始环节的 问题要立足基础 ， 激发学生 的 参与

意识 ， 通过探讨 ，让学生体验知识间 的 内 在联系 ，从

而有效构建知识 网络 ， 帮 助学 生在知识的 整体与局

部 、本质与现象 的联 系 中掌握 知识 ． 学生通过练 习 ，

能把各个知识点 串联成
“

线
”

， 这样有 利 于学 生从整

体上理解数学 ，构建数学认知结构 ． 教师引 导学生采

用 ５ 种不 同方法求解 问题 １
， 系统 回顾 了处理数量积

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整合了 知识与方法 ．

２ ． ２中关环节问题设计重在体现针对性

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包括 ： 问题设计能否体现课

程标准的基本要求 ； 问题选取 能否突 出 高考 的 主干

知识和热点 内 容 ；课堂讲解 能否侧重 学 生能力 的薄

弱环节 ． 中关环节 ，学生 已经渐人佳境 ， 进人 了学 习

的最佳状态 ，这一阶段要突 出 教学的重点 ． 在平面 向

量数量积这一问题 中 ， 基底法 和 坐标法毋庸置疑是

两种最重要的方法 ，是本节课的重点 ， 问题 ２ 的设置

就有针对性地突 出 了这两种方法 ．

２ ． ３收官环节 问题设计要体现综合性

收官环节 ， 也就是一节课教学的落点 ，

“

低起高

落
”

是我们课堂教学追求 的方 向 ． 综合性是 高考试

题的一大特点 ， 复习 课最现实的 目 的就 是为 了应对

高考 ． 在复 习过程中 ，通过 引 人一些高 考真题 ， 引导

学生和命题人对话 ， 在问 题解 决 中形成 真挚 的情感

体验 ，提升解决综合 问题的能力 ． 问题 ３ 是一道湖北

省高考真题 ， 比较经典 ，求解过程 中要求学生灵活运

用函数 、三 角 、不等式等知识 ， 渗透了数形结合 、等价

与化归 等数学思想 ． 当然 ， 综合性试题 比较难 ， 处理

时不可 能一蹴而就 ，这就需要为学生搭好
“

脚手架
”

，

本节课 中 问题 ２ 的设置便为 问题 ３ 埋下 了伏笔 ．

２ ． ４课后环节问题设计要体现拓展性

由 于学生 自 身 的 知识水平 和认知结构 的不 同 ，

在学习过程 中存在个体差异 ，特别是到 了 复习 阶段 ，

这种差异就更加 明显 ， 课后 习 题设计要努 力 弥补这

一不足 ． 本节课中 ， 问题 ４ 的设计打破 复 习课在时间

和空 间上 的局 限性 ， 让学有余 力 的学生能够 在课后

充分发展 自 己 的能力 ． 这正如苏 霍姆林斯基所说 ： 教

给学生借助 已 有 知识去获取新 知识 ，这 是最 高 的教

学技巧 ．

（ 收稿 日 期 ＝ ２０ ２ ０ 
—

０８ ２ 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