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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高考数学一轮复 习若干教学意识

——

以
“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
”

为例

福建省漳州康桥学校 （
田 小萍

高考复 习 是高 中 师 生 、 学校领 导 、 教育专家等 本例 主要考查直 线 与 圆 的位置关 系 ， 由 此题 的

一个永恒 的话题 ，更是高 三 师 生直接 面 临 的 一个挑 解析 引 导学生 回顾直线 与 圆位置关 系 的 判 断方法 ：

战 ，选择不 同 的复 习 策略直接影 响高考 的成败 笔者 设直线 。如 ， 圆 ： （
《：

以
“

直线 与 圆 的位置关 系
”

这一专题为例 ， 结合 自 身 设 为 圆 心 （ 到

的教学体会 谈谈优化高考数 学 一轮复 习 的策略 ， 以 直 线 的 距 离 联立直线和 圆 的 方程 ， 消元后得到 的

此 与 同仁们 共勉 、 商榷
一元二次方程 的 判别 式 为 ▲

―

、强化明确课标与考纲意识 几何判断 代数判断

课程标准是 中 小 学教 学 的 指 导文件 ， 强化课程

标准意识可 以有 的放 矢 的 开展教学工作 各省 自 主

命题 巳经有些年 了 ， 各省对高考 的 知 识 内 容不尽相
一

同 ， 而考试大纲 、考斌说 明 则 是高考命题 的依据 ， 它
‘ ‘

对高考要考香 的知识 范 围 和每个考 点 的 能 力 层次有
能 力 立意命题 疋数 子 的 于科特点 和考试

附 母 号謂醫减
目 标所决定 的 ■ 高考数学科考试 的 重 点 是考查运用

古 泌 士驻 工古
知识分析 问题 的 方法和解决 问 题 的 能 力 ， 因 而在 复

习教学 中 要突 出 对 学 生各种 能 力 的培养 ， 对于例
线 与 圆 的位置关 系 ， 课程标准及考试说 明 对此 的 要

求如下
变式 若椭 圆 ； 与 直线

能根据给定直线 、 圆 的方程 判 断直线 与 圆 肖
没有公共点 ， 则 实数 的取值 范 围 为

位置关 系 ； 能根据给定 两个 的 方程舰賴邮
在这里關方法技巧 ： 用 几何方 法判 断直 线 与

■

、

圆 的位置关 系体现 了 图形 的特 点 ， 在解题 时将数 与

能用 直线和醋方贿决 鍾軸 丨

形结合很树候■ 大大 简 化运算 ； 而代数方 法 则
初步 了 解用 代数方 法处理几何随的驗 体现 了 二次线随 的通性通法 ， 对变 式 中 代数

对课程标准及考试大纲 、考试说 ， 可 以
力法依然有效 这就要求我们在解题 时要灵活选择 ，

做到 有效备考 ，对高考 一轮复 习 起着事半功倍 的作 通过变 式教学来培养学 生分析 问 题 、 解决 问题 的 能
用

力

二 、 学㈣ 三 、强化酣施教教学意 只

例题的选取直接关 系 到 课 堂 的教学效果 ， 高考 因材施教是教学 中
一项 重 要 的教 学 原 则 ， 在教

一轮复 习还是要 以 落实基础 为 主 ， 所选例题应尽可 学 中根据不 同 学生 的认知水平 ， 学 习 能 力 以及 自 身

能覆盖本课 时所包含 的 知 识 要 点 另 外不要盲 目 选 素质 ，教师选择适合每个学 生特 点 的 学 习 方 法进行

择外省 的高考题 、模拟题 ， 得考虑是否符合本省 的高 有针对性 的教学

考实 际 ， 更不 能选择一些偏题 、怪题 新课程标准下 的教材编排注 重 螺旋 式上升 ， 因

知识要点 肯定要进行复 习 ， 若对知 识 要求 单纯 而在高一 、高二更应 强调基础 知识 的 学 习 各校生源

的复 习 显然对许 多 学 生来讲 显得枯燥乏味 那 么 有 差异化较大 ， 因 而对 生 源较好 的 学校在高考数 学复

必要将知识要 点渗透到 所选 的 例 子之 中 直线 与 圆 习 时 ， 则 应渗透相关 的拓展知识 ，
这也正好可 以促进

的位置关 系 判定方法是本课 时 的 知 识 要 点之一 ， 我 当 前高校 自 主招 生考试 的 有效备考

们 可 以选如下例 子 ： 本节课我们 可 以选如下 ：

例 若 圆 与 直线 没有 例 圆 的方程 为 》
， 圆

公共点 ， 则 实数 的取值范 围 为 的 圆 心 込 ， 若 圆 与 圆 … 交于 两点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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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圆 的 方程 综上 ， 所求直线方程为 ： 或

解析 设 圆 的方程为 （
％

七 因 为 圆 仏 的 方程为 将两 圆 的
错因分析 ：本题 易 忽略斜率不存在 即 的情

方程相减 ， 即得两 圆公共弦他 所在直线 的方程知
况而 导致漏解 ，其根本原 因 忽略直 线 方 程 的 点 斜 式

的适用 范 围 又如
“

直 线在 两 坐标 轴 上截 距 相 等
”

，

作 丑 丄
， 则

和两截距有关 的 ，通 常设直 线 方程 的 截距 式 为

及， 由 圆 心 … （ ，

但此情况显然是不 完整 的 ， 它 不可 能表示过
到 直线 的 距 离得 及 得 沁

原 点 的直线 ， 因 此还得讨论 ； 的 情形

或 〖 故 圆 的方程为 （ 五、强化思想与方法教学意识

或 《 中 学数学教学大纲 中 明 确指 出 ： 数 学基础 知 识

由本例公共弦 的 求解 引 出 圆 系 方程 ， 并说 明 圆 是指数 学 中 的概念 、 性质 、 法则 、公式 、公理 、定理 以

系 方程 的 原 理 ， 相关知识如下 ： 及 由 其 内容所反映 出 来 的 数 学 思想 方 法 在 中 学数

过直线 和 圆 仏 学各版本 的教材 中 ， 数 学 思 想 方 法 的 内 容没有单独

交 点 的 圆 系 为 的专题 内容 除 了
一些具体 的 数学方法 比较 明 确 外 ，

许 多 重要 的数 学 思想 方 法都 没有 明 确 和 系 统介绍 ，

过两 圆 和 而 它 们 一直蕴含在数 学教 学之 中 从数 学教 学 的整

交 点 的 圆 系 为 个过程来看 ， 如果只 是长 期 、反复 、 不 明 确 的 渗透数

学 思想方法 ，将会影 响 学 生 的认识从感 性 到 理性 的

， 当 时 ， 它表 示两 圆相交弦所在 飞跃 ， 所 以 需要学 生有意识地去理解 、掌握和领会

直线方程 例 若集合 丨 （
》 丨

在这里也产 生 了
一个疑 问 ， 例 的考查是否超

，

二
、 、 丨 ，

当 中含有

出 了 高考数 学 的考查范 围 ？答案是否定 的 本例 的解 个元素 时 ， 实数 的取值范 围是

答完全可 以避开 圆 系 方程 （ 含公共 弦所在 的 直 线 方
解析 ■ 由

程 ） ，其 中 可 以 结合 图形来解此例 ， 但容 易 忽略两种 厂 力

情况之 但 多 些 方 法 ’ 自 然 可 以 多 些解题 思
知集合讀 示 以 （ ，

； 迄）
路 ，本题利 用 公共弦方程使解答显得更为 简单快捷 心 为半径 的上半 圆 集合

…

四 、强化错因分析教学意识 表 过定 的 直 纟

所谓 易 错 即 许 多 学 生 ， 甚 至老 师都会不 小 心 忽 门 中含

、

元 素 ， 亦 即 直

略某种情况 、某种条件等 而致解题失误 话说
“

长堤

除奴患 ，
固 实升里基

”

， 教 师对 易 错试题进行 归 纳 ，

有 仅

在一轮复 习 时对学 生进行检验 ， 并对试题 的错误解
山

法进行错 因分析 在高考预 防
“

会做
”

试题的 失分可

以起一定 的作用 通过易错题 的教学 ， 可 以提高 学 生

解题质量 ， 可 以让学 生更准确地把握知 识 点及概
过半 圆左端 点 （ ， 的直线 ） 的斜率之 同 ， 且

以极大地改善粗 的现象 ’ 了 有效提高复 习
； ； 能 等于 的斜率 ，但可 以 等于 的斜率 ， 由 此可 以

质量

本节课我们 可 以选如下 ：
求得 的取值 范 围 是 石 ，

例 过点 （ 且 与 圆 （
％ 一 相 数形结合 思 想是 高 中 重 要 的 数 学 思 想 方 法之

切 的直线方程为 ■

一 通过本例有效渗透数形结合 的 思想方法 让学 生

解 ： 当 所求直线斜率不存在时 ， 直 线方程 体会用 数形结合解题的快乐 ，激发学 习 数 学 的 热情

满足题意 ；
当 所求直 线斜率存在 时 ， 可设方程为 很 多 时候 ，在解题 中 运用 数 学 思想 方 法 可 以达到 事

即 因 为 直线 与 半功倍 的效果 在一轮复 习 ， 学生 已 经基本掌握 了 高

岡相扨 缺 土 所 以 中 数学 的基础知识 ， 因 而复 习 过程 中 关 注 思 想方 法



中 学数学研究 年第 期

的教 学是必要 的 共线 如果存在 ， 求 的值 ； 若不存在 ， 请说 明 理 由

六 、强化创新与探究教学意识 八 、强化陈题与教材教学意识

注重
“

数 学探 究
”

是新课程 改 革 的
一 大 亮 点 近几年 的高考数 学试题坚持新题不难 ， 难题不

《普通高 中 数 学课程标准 》 明 确 指 出 ： 数 学探究 、 数 怪 的命题方 向 强调对通性通法 的考查 ， 并且一些高

学建模 、数学文化是贯穿 于整个高 中 数 学课程 的 重 考试题能在课本 中 找到
“

原 型 这里 的 陈题是指近

要 内容 ，这些 内容不单独设置 ，渗透在每 一个模块或 几年 的高考试题及教材上 的 例 题 高考题及教材 中

专题 中 近几年 ，考查学 生 创 新精神 、探究 意识 的 开 的例题都是经过专家们 反复论证精心设计 的 ， 具有

放性试题 、创 新类试题现身各省 市高考试题之 中 ，这 针对性和典型性 陈题改造 推 陈 出 新是高考永恒不

类试题理应关注 变 的 主题 因 此 ， 要关注 陈题 、用 好课本 充分发挥历

在本课 时 中 ， 我们 可 以设计如下 ： 年高考试题 、教材 中 例题 的典型作用

例 已 知直 线 讨论 圆 （ 新教材 中有很多 阅读材料 、实 习作业 教 师 可 以

上 与 距 离 为 的 点 的 对其进行改编 、变 式 在高 三 一轮复 习适 当 渗透部分

个数 试题进行考查

分析 ： 设 与 距 离为 的平行直线分别 为 例 年江西卷 ） 若 曲 线

本题可看成 圆 （
《 与 ，

与 曲 线 有 四个不 同 的交

公共 点 的个数 显然公共 点个数 与 的取值有 关 ，
点 ， 则 实数 的取值范 围是 （ ）

直线 与 圆 的位置关 系 最 为 特殊 的是相切 ， 我们 可 以

从 圆 与 相切或 与 相切入手解此题 解略

从特殊到 一般是解决创 新试题及探究试题 的 常

用 方法 ， 另 外学 生在解答此类题时 ， 思维要不拘一格
〔 ’ ，

地从所给 出 的信息 中 尽可 能扩展 ， 朝各个方 向 去探 解析 ： 曲 线

寻各种不 同 的解决途径和答案 学 生 的 思维 能 以 熟 表 示 以 （ 为 圆 心 ， 以

悉 的有关知识领域及其结构为依据 采用 跳跃式 、发 为 半径 的 圆 ，
曲 线

散性 思维 ，从而实现思维 的创新解决 问题 表示 ， 或

七 、强化主干与交汇教学意识 过定点 （ ：

高考对数学知识 的考查 ， 既要全面又突 出 重 点 与 圆有 两个交 点 ， 故 ；

注重 学科 的 内在联 系 和 知 识 的 综合性 ， 从 学科 的整 也应该 与 圆有两个交 图

体高度和思维价值 的 高度考虑 问 题 ， 在高考 中 要用 点 ， 由 图 可 以 知道 ， 临 界情

有 限 的试题考查更 多 的 知 识 ， 知 识 交 汇考查更是 一 况 即是 与 圆相切 的 时候 ， 经计算可得 ， 两种相切分别

种有

学 的 主 干 知 识 蕴含 的 数 学 思 想 方 法
对“ 和 所 的取值范 围 应是

富 ， 主干知识 的教学 活 动对培养学 生各种 能 力 及数
… ⑴ 仏

学素养有着重要作用 ， 高考对主干 知识 的考查可 以
’ ；

体现选拔功 能 从近几年 的高考数学试题来看 ， 既注 从 以上解析来看 ， 其本质是 不 能

重对基础 知识 的全面考查 ， 也 突 出 对主 干知 识 的 着 过 与 圆 的交 点 ， 而 当 时 ， 两直线重合 避

重考查 免 了 两种情形 的讨论 因 此 ， 我们釆取如下 变 式进行

解析几何是高 中 数 学 的 主干 知 识 ， 它 与 向 量交 教学

汇 已不新鲜 解析几何 与 向 量等 知识 的 交 汇试题值 变式 若 曲 线 与 曲 线

得关注 本课 时可 以选如下例题 ：
有 四个不 同 的 交 点 ， 则 实数

例 在平面直角 坐标 系 中 ，
巳知 圆 》 的取值 范 围是

的 圆 心 为 ？ ，过点 ， 且斜率为 分析 解决变 式 与 例 类似 ，但变 式

的直线 与 圆 相交于不 同 的两点 对 与 圆 的 两个交点 需要分两种情况进行

求 的取值 范 围 ；
讨论 ， 能加深学 生对 问题本质 的理解

是否存在 常数 使得 向 量 与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