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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导学”的高三一轮复习课
——以《椭圆的概念》为例

广西南宁市第三中学　蓝日更

摘　要：如何上好高三数学复习课成为众多高三一线教师最为关注的问题。本文，笔
者在经过一年多的学习《“问题导学”教学法》之后，结合 2019 年 3 月 2、3 日在南宁市
第三中学举行的《关于举办普通高中“学科核心素养评价技术实践研修班”》活动中听了
云南师大附中白涛老师上的两节高三复习课，我受益匪浅，对我的触动很大。笔者就以高
三一轮复习课《椭圆的概念》教学为例，阐述高中数学“问题导学”指导下进行的高三复
习课的教学设计，并在实践中进行总结反思、提升自我。

关键词：问题导学；高三复习；圆锥曲线

当前，高中的数学教学课堂改革，各地都进行得轰轰烈

烈、各式各样，很难用一个统一的尺度去加以评价。但笔者

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认为我校黄河清校长的《“问题导学”

教学法》对我的触动最大、感触最深。两千多年前伟大教育

家孔子提出了与当今素质教育原则相对应的“启发式”教学

中就已经就有“诘问”的启发方式。即课堂教学中如何设置

问题？才具有针对性。《“问题导学”教学法》一书中指出，

数学复习课堂教学模式是将教学过程结构分为四个环节：知

识回顾—自主构建—应用探索—总结归纳。

2019 年 1 月 3 日在南宁三中青山校区听了数学特级教师

黎承忠老师和 1 月 11 日在南宁三中五象校区听了韦艳君老师

上的《参数方程》——章节复习课。课后，黄校长在点评中

也指出：复习课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两个基本问题：知识回顾

与知识联系。知识回顾：这一环节注重解决一下三个方面的

问题：

（1）问题设置。根据高中数学“问题导学”教学法的关

联性原则，问题的提出要有启发学生进行“回顾”。

（2）能激发学生展开联想、类比、总结。

（3）能引导学生学会联系、整合。

下面笔者以高三第一轮复习《椭圆概念》的为例进行分析，

不妥之处，请各位同仁多多包涵。

一、回顾知识
（一）加深对椭圆概念本质属性的理解

问题 1：我们的教材是如何给椭圆下定义的？你能否分

别用文字语言、数学语言和图形语言表示出来？

设计意图：回顾椭圆定义，强化本质特征，掌握不同语

言的相互转换。

问 题 2： 定 义 中 为 何 要 规 定 1 22a F F> ? 如 果

1 2 1 22 ,2 ,a F F a F F= < 点 的 轨 迹 又 是 什 么？ 人 教 A 版

《 数 学》（ 选 修 2—1） 第 49 页 习 题 2.2A 组 第 1 题：

如 果 点 M（x,y） 在 运 动 过 程 中， 总 是 满 足 关 系 式

2 2 2 2( ) ( 3) 10x x y x y+ + + + − = ，点M的轨迹是什么曲线？

为什么？写出它的方程。

（二）整合提炼椭圆概念的形成方式，形成知识体系

问题 3：椭圆除了这样下定义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方

式可以生成椭圆呢？从我们教材中是否可以找到答案？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学会思考、学会探索深，让学生对

椭圆这一核心概念进行第二次学习，深刻领悟椭圆这一核心

概念，更深层次地梳理教材、整合教材，完成知识结构体系

的系统化和知识与方法体系的网络化。

二、自主建构
“自主建构”这一环节是高三一轮复习阶段的重点，对

学生掌握知识之间的联系及知识系统化的要求与上新课的要

求是有区别的。因此，这一环节上应该重点围绕知识的“联系”、

“变化”这两个关键词来展开。

（一）生成椭圆的方法之一：由圆的变换而得到

人教 A 版《数学》（选修 2—1）第 41 页例 2：如图 1，

在圆上任取一点 P，过点 P 作 x 轴的垂线段 PD，D 为垂足。

当点 P 在圆上运动时，线段 PD 的中点 M 的轨迹是什么？为什

么？

人教A版《数学》（选修2—1）第50页习题2.2B组第1题：

如图2，轴，点M在DP的延长线上，且，当点P在圆上运动时，

求点 M的轨迹方程，并说明轨迹的形状。

问题 4：类比上述例 2，你是否有新的发现？

教材第 41 页有个“思考”：从例 2 你发现椭圆与圆之间

的关系吗？

设计意图：通过以上探究，可以让学生知道，圆按某一

个方向做伸缩变换可以得到椭圆。此结构形式的考点在 2011

年高考数学陕西卷理科第 17 题已经呈现

拓展应用 1：

例 1：（2011 年陕西卷理科）如图 5: 如图，设 P 是圆

x2+y2=25上的动点，点D是P在x轴上的摄影，M为PD上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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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4
5

MD PD=

（Ⅰ）当 P在圆上运动时，求点 M的轨迹 C的方程；

（Ⅱ）求过点（3，0）且斜率为
4
5

的直线被 C 所截线

段的长度

（二）生成椭圆的方法之二：一个动点到两个定点连线

的斜率之积是一个负常数

人教 A 版《数学》（选修 2—1）第 41 页例 3：如图 3，

设点 A、B 的坐标分别为（-5,0）,(5,0), 直线 AM、BM 相较

于点 M，且它们的斜率之积是，求点 M的轨迹方程。

此题是已知斜率之积求动点 M 的轨迹，若将轨迹方程与

椭圆标准方程比较，那么反过来，已知椭圆方程，试问其上

任一点 M 与点 A、B 连线的斜率之积 k 是否是一个负常数？ k

与 a、b 又有什么关系？由此得以提炼两个重要的一般性结

论，也是椭圆的有一种生成方式：一个动点 M 与两个定点 A

（-a,0）,B(a,o) 所连直线的斜率之积是，即满足则动点 M

的轨迹是椭圆。

还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反之亦成立，即：A、B 为椭圆

长轴的两个端点，M 为椭圆上（除 A、B 外）任一点，则。在

类比人教 A 版《数学》（选修 2—1）第 55 页的“探究”：

如图 4，点 A、B 的坐标分别为（-5,0）（5,0），直线 AM、

BM 相交于点 M，且它们的斜率之积是，求点 M 的轨迹方程，

并且点 M 的轨迹方程判断轨迹的形状。类比于例 3，我们还

可以有什么新发现呢？

高三一轮复习，重点是如果引导学生学会联系知识、学

会思考。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探究之后，还不应该就此停下来，

还可以进一步跟学生一起做如下探索：如果将上述斜率之积

改为斜率之商、斜率之和、斜率之差，动点M的轨迹又是什么？

这在人教版教材中都有习题呈现（此处不赘述）。此类结构

形式的考点在高考试题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如 2012 年高考数

学天津卷理科第19题，2012年高考数学四川卷文、理第21题。

再比如 2013 年高考数学全国大纲卷理科第 8题，如下例 2:

拓展应用 2：

例2：（2013年理科大纲版数学）椭圆
2 2

: 1
4 3
x yC + = 的左、

右顶点分别为 A1,A2, 点 P 在 C 上且直线 PA2 的斜率的取值范

围是 [-2,1], 那么直线 PA 斜率的取值范围是	（　　）

A．
1 3[ , ]
2 4

		B．
3 3[ , ]
8 4

		C．
1[ ,1]
2

		D．
3[ ,1]
4

（三）生成椭圆的方法之三：从圆的轨迹中来

人教 A 版教材《数学》（选修 2—1）第 49 页第 7 题：

如图 5，圆的半径为定长 r，A 是圆 O 内一个定点，P 是圆上

任意一点，线段 AP 的垂直平分线 L 和半径 OP 相交于点 Q，

当点 P在圆上运动时，点 Q的轨迹是什么？为什么？

问题 5：教材中还有与此题相类似的题吗？（双曲线的

简单几何性质习题 2.3A 组第 62 页第 5题（题目略）

（四）生成椭圆的方法之四：从圆的内切和外切的动态

过程中来

（人教 A 版教材《数学》选修 2—1 题 2.2B 组第 50 页第

2 题，由于篇幅有限，笔者在此不再展开）, 关于这种方式

生成的椭圆，在高考试题中也有出现过，如：（2011 广东理

19）：设圆 C 与两圆 2 2 2 2( 5) 4,( 5) 4x y x y+ + = − + = 中

的一个内切，另一个外切。

（1）求 C的圆心轨迹 L的方程 ;

（2）（略）

（五）生成椭圆的方法之四：与距离有关的点的轨迹

（人教 A 版教材《数学》选修 2—1 第 47 页，例 6 本例

可以归纳出双曲线的第二定义及椭圆的焦半径公式。

三、圆锥曲线的统一定义
在高三一轮复习中，对椭圆这一核心概念，要强调学生“回

归课本”、“回归基础”，对整个圆锥曲线的概念形成一个

网络结构图，有一个由局部到整体、由点到面的整体形象的

认知。由此引导学生类比人教 A 版《数学 2-1》（选修）第

59页例5、第62页 B组第3题、第75页“阅读与思考”的“圆

锥曲线的离心率与统一方程”，进行综合对比发现它们的共

同点与区别，进而归纳、提炼、整合出圆锥曲线的统一定义

一：“平面上到一个定点 F 的距离和它到一条定直线距离之

比是一个常数 e 的点的轨迹是圆锥曲线（定点 F 不在定直线

上），即”其中，点F是它的焦点，直线是相应于点F的准线，

比值 e是它的离心率”这里，当时，定的轨迹是椭圆；当时，

点的轨迹是双曲线；当时，点的轨迹是抛物线。

高中数学“问题导学”教学法复习课堂教学模式中，就

特别强调要关注既要加强基础、提高能力、发展智力，又要

有针对性的面对学生“惑”的问题；也指出了高三复习课不

是“简单重复”，要注重设计高水平的思维训练活动。因此

需要教师在高三一轮复习教学过程中，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激发学生思考，学会探索，自主形成一套复习的抓手。教师

再提炼、总结、归纳，做好学生“回归课本、回归基础”的

榜样，而不是总说在嘴上，既能忠实于教材、把握教材，又

能激活教材、挖掘教材、调适教材、驾驭教材与整合教材，

更有助于教学的“动态生成”，并对教材进行适当的改编和

重新建构，注重知识的联系，形成有效铺垫。真实体现教材

为我所用、为生服务的理念，真正让研读教材、课堂执行做

到扎实有效，让课堂教学真正走向有效课堂和高校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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