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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三
一铪复 ｇ 《 直 线 方程 》 教学蚩例

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 （
２ＭＷ０

）徐 萍 攀

ｍ；？高三上学期－轮复习 中直线与 圆的第－课
由题意可设直线方程为７

＋
ｆ

＝ １
， 当 《 ＝ 办或 ａ ＝ －

时 ． 我们学校是三星级高中 ， 学生难题几乎不做 ， 重点是６ 时 （
３

，

－

１
） 代人 ？

双基的落实 ．变形 ：若是这道题改为直线过点 （
３

，

－

１
） 且与坐标轴

教学主题围成三角形的面积为 。怎么求直线方程呢 ？

考试要求 ：直线的斜率与倾斜角 ：
Ｂ 级要求分析 ：形走不通了 ，从数的角度 ，利用斜截式 ，或者利

直线方程 ：
Ｃ级要求用截距式 ．

教学 目标问 ：对于这道题而言 ，你喜欢哪种解法 ？

１ ． 理解直线的倾斜角 和斜率的概念 ， 掌握过两点的利用斜截式 ，
只有一个未知数 ；若利用截距式呢 ， 两

直线斜率的计算公式 ；个未知数． 当然首选只有一个未知数的 ．

２ ． 掌握直线方程的几种形式及其简单运用 ．小结 要求直线方程 ，需要两个独立的条件 ，解题时

上课内容需要根据题 目所给条件 ，选择适当的方法． 注意数形结合

各位同学 ， 今天我们开始复习解析几何 ， 解析几何的思想方法的运用． 当用代数方法解题时 ， 由于直线方程

呢 ，是用代数的方法来研究几何问题． 这节课我们将复习的形式多种多样 ，有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 选择的依据应

第一节直线方程 ．当是题 目 中所给条件．

学生在报课前预习答案时问
“

怎么做的 ？

”

将直线方下面我们看例 ２ ．

程几种形式的适用条件和注意事项一一复习 ．例 ２ 过点 Ｐ
（
２

，

ｌ
） 的直线 Ｚ 与直线 ｙ

＝ｘ ＋ ２
，ＭＭ ｙ

小结 确定直线方程 ，需要两个独立的条件． 比如 ，＝ － ＾ ＋ ２分别交于 ４
，

１６两点 ，若点 ／
＞为 ／１￡的中点 ，求直线

一个点和斜率或者两个点 ． 求直线方程时 ，我们往往根据Ｉ 的方程．

题 目 中所给的条件 ，选择恰当的形式 ，写出方程．具体过程略 ．

下面我们来看例 １ ． 求过点 （
３

，

－

１
） ，且与两条坐标轴变形 条件中的

“

／
＞

是仙 的中点
”

改为庙 ＝ ２碎
，

围成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线 Ｉ 的方程 ． 学生思考 ３ 分怎么求直线方程呢？ （ 给出时间让学生计算 ）

钟左右 ，找个学生问问 ： 巳知条件是什么 ？ （ 经过一点 ， 等小结 由于此题中 ，所求直线的几何性质对解题没

腰直角三角形 ） 要求什么 ？ （直线方程 ） 你是怎么分析的 ？有明显的直观帮助作用 ，只能选择代数办法 ，而根据条件

（先找个用图形做的学生 ）选择直线方程形式的时候 ，显然应选择点斜式 ，这种解法

点评 确定一条直线 ，需要两个独立的条件？ 有没有两其实就是将题 目 中 的条件按序翻译成代数语言 ，直至问

个条件？是什么 ？０）经过一＾点②构成等腰直角三角形．题解决． 过点 尸 的直线 ，就设直线方程 ， 直线与 ｉ 的交点 ’

问 ：这道题就在于你是怎么理解
“

围成等腰直角三角就联列方程组解出交点坐标 ；

Ｐ是 的中点 ，就用中点公

形
”

这个条件的 ．式列出方程 ， 去求解． 当然除了直接翻译外 ， 此题也可以

这位同学把文字语言转为了图形语言 ．
（板书作图 ）通过引入参数 ，先设点 ４ 的坐标 ，再根据题意求出参数 ，从

根据娜 ，得到７１麟角为 ４５
。

或者 １３５
。

，则斜率为 ±１．而使问题得到解决．

问 ：有没有不同的做法 ？教学后记
“

等腰直角
”

翻译成数学符号语言为截距的绝对值相１ ． 从小题提炼知识 ，从例题弁华知识 ． 告诉学生这种
等且不为 ０

， 即 Ｉａ ｌ＝ １６ １＃ ０ ．类型的题 ， 常常这么想 ，这样做就可以让学生做题时 ， 能
要求直线方程 ，你选择哪一个标准形式呢 ？有法可循． 老师选择什么样的例题 ，选择什么样的讲法 ，

（
１
） 若点斜式 ，

已经有个点 ，求斜率 ，不知道 ；待定系都需要认真推敲 ．
‘

数法 ，设斜率 ， 确定方程 ， 根据条件列 出关于斜率的方程２ ． 复习课上都有一个矛盾 ，那就是时间很紧 ，要处理

求解 ．

一个未知数一个方程．
（注意让学生去求截距 ）足量的题 目 ，还要充分展示学生的思维过程 ，

二者似乎很
（板书 ） 由题意可设直线 Ｉ 的方程为 ｙ＋１

＝ 办 －

难兼顾． 作为老师 ， 可采用
“

焦点访谈
”

法 ， 通过交流
“

访

３
）

．ｘ＝０ 时 ！
；ｙ

＝０ 时 ，
ｘ＝＋３ ？ 则 卜 ３Ａ谈

”

，集中学生的智慧 ，让学生的思维在关键处闪光 ，能力
ｋ在要害处增长 ，弱点在隐蔽处暴露 ，意志在细微处磨砺 ．

－

１
丨

＝
Ｉ

＋
＋３ Ｉ 卢 ０ ．３ ．

一节课的内容很多 ， 题很多 ，但要讲究通性通法 ，

ｒａ举Ａ乍》 铖 ９巫卡

—个类Ｓ！的题—类方法 ，而不是关注特殊解法 ， ｉｔ学生Ｗ

ｉＩｆ 究－般做法． 题鮮涯 ，小结是岸 ． 作为■ ，必须教会学

生小结－类题的做法 ，小结解决问题的方法 ， 只有这样 ，

（
２

） 右截距式 ，两个未知数 ，两个方程根
‘

据什么来列 ？

学生才会以不变应万变．

—

２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