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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 以
“

直线 与 椭 圆 的 位置 关 系
”

复 习 课教学 为 例 ，从
“

研 究 初 置 ， 思路铺 垫
” “
一 题 多 问 ， 纵横联

系
” “
一 题 多 变 ， 开拓思 维

” “

逐层递进 ，探 究本质
”

四 个 方 面 阐 述 了 如何在 高 三
一轮复 习 课 中 运 用

“
一 题 一 课

”

的教 学 方 式提 高课堂效率 ，
以 及如何在复 习 课教学 中提升 学 生 的 数 学核 心 素 养 ．

关键词 ： 高 中数 学 ；

一轮复 习课 ；

一题一课 ；
核 心 素 养

当 前 ， 高 三数学课堂 的 教学现状是进行反 复 的
“

题海式
”

习题训练 ， 大部分数学课堂呈现 出 重
“

教
”

轻
“

学
”

重
“

结果
”

轻
“

过 程
”

重
“

知
”

轻
“

能
”

的 现

象 ＿

［ １

］

教师在努力地教 ， 学生也在尽 力地学 ， 但是收

效甚微 ， 高考成绩不尽如人意 ． 对于一些典型 问题的

处理方法 ， 学生 只停 留 在浅层 次的模仿阶段 ， 并未真

正理解和掌握 ． 究其原 因 ， 很 多知识在学生头脑 中并

未形成一个知识网 络 ， 而 是孤立 的 、 零散 的存在 ， 还

有就是教师在讲评 时并未让学生 的 思维融 人课堂 ，

没有 自 己 的理解 ，这样 的记忆是短暂 的 ， 这就形成 了
“

讲过很多遍 ， 学生 却仍然不会
”

的 困境 ． 为 了 改变

当前一轮复 习 的 困境 ， 从
“
一 题一课

”

视角 ， 以
“

直线

与椭 圆 的位置关系
”

复 习 课 为例 ， 谈一谈我 的 一 些

做法 ．

＿

、

＂
一题一课

”

的 内 涵

“
一题一课

”

就是依据高考 的核心考点 ， 选择来

源于教材的一个典型 问题 ， 通 过对典型 问题深入研

究 ，挖掘其 内在 的数学本质 ，通过与这个 问题相关的

知识间 的纵横联系 ， 将孤立 问 题
“

串
”

起来 ， 对这个

题 目 不断进行变式或拓展 ， 完善知识结构 、构建方法

体系 、积 累基本 活动经验 ．

ｍ

“
一题一课

”

的教学方式 ， 继承和 发扬 了 中 国 基

础教育 的两大优势 ， 即 变式教学与开放题教学 ． 教师

从一道题 目 开始 由 浅人深地展 开变 式 ， 有 利 于学生

挖掘 问题的本质 ， 逐步理解所要研究 的 问题 ； 师生共

同 归纳 总结本节课所学 知识点 ， 以 思 维 导 图 的 形式

呈现 ， 有利 于学生对知识体系 的构建 ， 加强各知识点

之间 的联系 ， 提升学 习 的灵活性 ． 通过对典型 问题的

思考 ， 进行一题多解 ，

一题 多 变 ， 培养学 生 的 发散思

维 ，进一步培养学生分析 问题 、 解决 问题 的 能力 ． 因

此 一题一课
”

对于培养学生 的核心 素养也能起到

举足轻重 的作用 ．

［ ３ ］

二 、教学过程

１
． 探究初置 ，

思路铺垫

师 ： 直线 与 圆锥 曲线 的位置关系 是高 中 数学 的

重要 内容 ， 也是 高考 的热点 问题 ，解决这类 问题需要

用 到转化与化归 、数形结合 、 代数 与方程 、 分类讨论

等数学思想 ，并且可 以发展逻辑推理 、 直ｍ想象 、 数

学抽象 、数学建模等核心素养 ． 因此本节课的 内 容对

提升数学综合能力 有 着重要 的作用 ． 我们先来看一

下知识再现题 １ ．

题 １ 已 知直线 Ｚ
：

：ｙ
＝

ｆｃｃ 

—

是 和贿 圆 Ｃ
：

＾ 

＋
 ：ｙ

２

＝
１

．

（ １ ） 判断直线 Ｚ 与楠 圆 Ｃ 的位置关系 ；

（ ２ ） 当 Ａ＝１ 时 ， 求椭 圆 Ｃ 截直线 ／ 的 弦长 ？

生 １
： 直线 与椭 圆 相交 ．

师 ： 你的解题思路是什么 ？

生 １
： 联立直线 ／ 和椭 圆 Ｃ 的方程 ， 消去 ＾得到关

于 
了

的
一元二次方程 （ ｌ ＋ａ

２

） ＿ｒ
２
—

８ ｙｆｅ

２

ｘ ＋ ４Ｐ —

４
＝

０ ， 可求得 厶 ＝ １ ６ （ １ ＋ 
３ 是

２

） ＞ ０
，所 以 直线 ／ 和椭

‘

圆 〇

相交 ，有两个交点 ．

师 ： 这个运算量太大 了 ， 还 有没有运算量小一点

的方法 ？

生 ２
： 我发现直线 ／

： ＞
１＝＆ 一

是 过定点 ％ （ １ ， ０ ） ，

而且点 Ｍ 在椭 圆 Ｃ 内 ， 过这 个点 Ｍ 的直线与 楠圆 均

有 两 个公共点 ， 因此直线 ／ 和椭 圆 Ｃ 有两个交点 ．

师 ： 非常好 ！ 直线 与 圆锥 曲 线位置关系这类 问题

的计算量一般都 比较大 ， 因此 ， 在运算之前要注意观

察几何 图 形 的特点 ， 多从几何角 度考虑 问题 ， 通过数

形结合 的 思想来 解决 问题 ． 第 （ ２ ） 问 同 学们 是怎 么

做的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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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３
： 将 １ 代人生 １ 得到 的一元二次方程 ， 得

３Ｐ
—

４ｘ
＝

０
， 因此可求得直线 Ｚ 与椭 圆 Ｃ 的交点坐

标为 （ 〇 ， １ ） 和 （Ｈ ，进而可求得弦长 为

师 ： 如果直线 ，
：

：ｙ

＝
＆ ＋饥 与椭圆 Ｃ ： 七＋吾

＝

ＣＬｕ

１ 的交点 坐标没有办法直接算 出 来 ， 我们应该如何

解决直线相交弦 问题 ？具体 的步骤是什么 ？

生 ４
： 设直线 Ｚ 与椭 圆 Ｃ 的 交点 为 Ａ Ｇ

ｉ
， ％ ） ，

Ｂ （ ：ｒ
２ ， ＾ ） ，联立直线 ／ 与椭 圆 Ｃ 的方程 ， 消 掉 ｊ ， 得

关 于 ｒ 的一元二次方程 ／
＞ｘ

２

＋ ｇ：ｃ＋ ｒ
＝

０ ， 则 々 ＋ ＿ｒ
２

＝

ｊ ， ｘ
ｉ

ｘ
２
＝

ｆ ， 代人 弦长公式 ｜ 

ＡＢ
 ｜
＝

＼
／ ｌ＋ ｋ

２

Ｐ Ｐ

？
—

４ｘ
！
Ｘ

２算 出 ．

师 ： 还有其他想法吗 ？

生 ５
： 联立完方程 以后应该先计算 Ａ ， 判断直线

与椭圆 的位置关系 ， 既然 已 经计算 出 了Ａ 的值 ， 那弦

长公式用
Ｉ 
ａｂ

 ｜
＝

ｙｉｗ 
？

ｇ ，计算量 比较小 ．

师生共同总结 出 处理直线与楠 圆相交时 的解题

步骤 ： 设元 — 联立直线与椭 圆 的方程 — 消元得一

元二次方程 — 计算 ａ— ｉ

ａｂ
｜
＝或

写 出ａ＋ｊ：
２ ， 工士 ｜ 

ａｂ
 ｜
＝ｙ ｉ＋

？

＼／ ｉ ｘ
＼ＪＣ

ｚ
）

１—
４ｘ

ｉ

Ｘ
２ 

） ．

【设计意 图 】 弦 长 问 题是直线 与 圆 锥 曲 线 问 题

的基本题型 ，很多复杂 问 题都是在此基础 上变化而

来 ， 因此 ， 对弦长问题 的 处理非 常关键 ． 通 过对课前

知识再现题 目 的师生交流 ， 回顾如 何判 断直线 与椭

圆 的位置关系 ， 以及在直线 与椭 圆 相交 的 情况下 如

何计算弦长 ， 展现本节课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 ．

２ ．

＿题 多 问 ，
纵横联 系

变式 １
－

１ 已 知直线 Ｚ 过点 （ ０ ， ２ ） ， 若直线 Ｚ 与楠

圆 Ｃ
：

ｆ 

＋
／

＝１ 相交 ，求直线 Ｚ 的斜率 ？ 的取值范

围 ？

生 ６
： 根据条件 ， 设直线 ／ 的方程为 ＾

＝ ＆＋ ２ ，

代人椭 圆方程 ， 消去 ３＾ ： （ ｌ
＋ 

４Ｗ
２

＋ １ ６ｆｃｃ ＋ 
１ ２＝

０ ． 令 △
＝１ ６ （ ４Ｐ ＿

３ ） ＞ ０
， 解得 ｜６ ｜

＞ｆ ， 此时直

线 Ｚ 与椭 圆 Ｃ 相交 ． 故斜率 纟 的取值范 围 是 （
？

，

－

ｆ ）Ｕ〇ｆ
， ＋ － ） ．

变式 １ ２是否存在直线 ＝
ｈ 与椭 圆

Ｃ
：

ｆ
＋ ／＝１ 交于两 点 （设 为 Ａ

，
Ｂ ） ， 且

｜ＡＢ 
＝

Ｗ？若存在 ， 求 出 此时直线 Ｚ 的方程 ．

生 ７
： 根 据 上 面 的 步 骤 ， 计 算 可 得

｜ＡＢ 丨

＝

ｙｒｒ＾ －＾

（

ｆ＾ ，７
３ ）

 ？ 又 ｉａｂ 
＝

＃ ， 所 以
１＋

＝

ｙ？ ， 解得 ＆■

？ 故存

在两条满足条件的直线 ， 它们 的方程分别 为 ５ｘ

—

吻

＋ ８
＝０和５ ：ｃ ＋ ４

；ｙ 

—

８
＝

０ ．

变式 １
－

３已 知椭 圆 Ｃ
：

＾ 

＋
／

＝１ ， 是否存在

直线 Ｚ
： ｙ
＝ 如 ．

一

々
， 它与椭 圆 Ｃ相交 于 Ａ ，

Ｂ 两点 ，且

弦 的 中 点 Ｍ 的横坐标为＃？

生 ８
： 应用前面解决两个 问题的 部分结果 ， 可 以

得到ｘ ，＋ ＿ｒ
２
＝
—

＝２＃ ，解得 々 ＃ 或
１＋ Ａ ｋ ２

々
＝

ｆ ，但这两个值均不符合 ｕ ｉ

＞ ｆ ． 因此 ， 不

存在满足条件的直线 人

【设计意图 】 直线 与椭圆 位置关 系 的 判 断 、 弦长

问题 、 中点 弦 问题是一脉相成的 ， 在 同
一个问题情境

下解决这三个问题 ，增强 了 知识之间 的联 系 ，逐渐加

强 问题的思维量 ， 减少 因联立带来 的运算量 ，提高 了

课堂效率 ．

３ ．

—题 多变 ， 开拓思维

变式 ２ １已 知直线 ／ 过点 （ ０ ，
２ ） ， 且与椭 圆 Ｃ

：

ｆ
＋ ｙ

＝１ 交于 Ａ ， Ｂ 两点 ， 当 ＺＡＯＢ 为锐角 时 ，求

直线 Ｚ 的斜率 々 的取值范 围 ．

师 ：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

生 ： 我认为是
“

ＺＡＯＢ 为锐角
”

如何表示 ？

师 ： 非常好 ， 那么
“

ＺＡＯＢ 为锐 角
”

可 以 如 何表

示呢 ？如何把这个几何条件转化成我们熟悉 的 代数

关系 ？怎么 跟上面我们研究 的 问题联系起来 ？

生 ９
： 我 觉 得 可 以 用 余 弦 定 理 ｃｏ ｓＺＡＯＢ＝

１

ＯＡ １

２

＋ ｜ 
ＯＢ ｜

２－
 １ 
ＡＢ

 １

２

＾Ａ

２
｜

ＱＡ
 

？

 ｜ 
ＯＢ

 Ｉ


＞

师 ： 可 以 想象 ， 利 用 这个代数关系 计算量会很

大 ， 还 有 没 有 其 他 表 示
“

ＺＡＯＢ 为 锐 角
”

的 代 数

关系 ？

生 １ ０ ： 可 以考虑＾ ０ ， 这样就可 以把几

何条件
“

Ｚ ＡＯＢ 为 锐 角
”

转 化 为 代 数关 系 ＋

力 力 ＞〇 ， 利用直线方程 ：ｙ

＝ 心 ＋ ２ ，得 ｘａ

＝
（ １ ＋ 是

２

＋ ２ 是 （ Ｘ
〗
＋ ｘ

２
）＋ ４ ， 由前面得到 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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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二次方程 ， 可求得 ： ， 将其代人得 师 ： 非 常好 ，看来 同学们 已 经 明 白这个 问题的本

＝
１ ６
—

Ａｋ
２

， 由
１ ６
—

４ 々
２

Ｑ＾＾ 

—

２ ＜ ｋ＜ ２质 了 ． 现在来看下面这个 问题 ，该怎么 处理呢 ？

１＋４ ＾
２

＇

 １＋ ４ ＾
２

＇＾＇

变式 ２ ４已 知直线 Ｚ 过点 （ ０ ，
２ ） ， 且与椭 圆 Ｃ

：

又 由 直线 ／ 与椭 圆 Ｃ 相交得 ｜

々 ， 所 以 々 的取＿

＋
／

＝１ 交于 两点 ， 若点 ￡ 在直线 ０４ 上 ，

值范 围 为 （
一

２
，

—

ｆ）Ｕ〇ｆ
，
２ ） ．

师 ： 很好 ！ 这位 同学特别注意 到 了
丨

＆ ｜

＞ ｜ 这

个隐含条件 （ 因 为直线 与 椭 圆 相 交 ） ， 考虑 问 题很全

面 ． 如 果 现 在 我 们 把 条 件
“

ＺＡ０Ｂ 为 锐 角
”

变 为

“

ＺＡ０Ｂ 为钝角
”

， 又会如何 呢 ？

变式 ２ ２已 知直线 ／ 过点 （ ０ ，
２ ） ， 且与椭 圆 Ｃ

：

ｆ
＋

ｙ
＝１ 交于 Ａ

，
Ｂ 两点 ， 当 ＺＡＯＢ 为钝角 时 ，求

直线 Ｚ 的斜率 々 的取值范 围 ．

生 １ １
： 将几何条件

“

ＺＡ０Ｂ 为钝 角
”

转 化 为 代

数关系 再加上直线 与椭 圆相交 ，得 到 是

ｅ（

－ 〇〇
，

－

２ ）Ｕ（ ２ ，＋ 〇〇
） ．

师 ： 现在 同学们
“

化形为 数
”

运 用得 已 经很熟练

了 ． 那继续来看接下来 的这个 问 题 ．

变式 ２ ３已 知直线 《 过点 （ ０ ，
２ ） ， 且与椭 圆 Ｃ

：

专
＋ ｙ

＝１ 交于 Ａ
，
Ｂ 两点 ，若 以 ＡＢ 为直径的 圆 刚

好经过原点 ， 求直线 ／ 的方程 ．

师 ： 解决这个 问题 的 关键是什么 ？

生 １ ２
： 几何条件

“

以 ＡＢ 为直径 的 圆 刚好经过原

点
”

如何转化为代数关系 ．

师 ： 同 学 们 已 经 有 很 强 的
“

化形 为 数
”

的 意识

了 ， 这个几何条件说明什么 呢 ？

生 １ ３
： 我 们 可 以 表示 出 圆 的 方程 ， 然 后将原点

的坐标代人这个方程 ．

师 ： 这可能是大部分 同学 的想法 ， 但是可 以 预 见

这种思路 的计算量会很大 ， 有其他想法吗 ？

生 １ ４
： 因 为 ＡＥ 是 圆 的直径 ， 且原点 Ｏ 在 圆 上 ，

所 以有 ０Ａ 丄 ０Ｂ ， 根据上面 的数据可得Ｍ 
？ 面 ＝

＼

６


＝〇

， 解得 是 ＝ ２ 或 々
＝一

２ ．

１＋ｉ ｋ

师 ： 这位 同学看到 了ＺＡ０Ｂ 是直 角 的 本 质 ， 那

如果让你们把上边 的变式 ２
－

１ 和 ２
－

２ 改一 下 ， 让这

道题 目 看起来
“

高 大上
”
一点 ， 可 以 怎么设计 问题 ？

生 １ ５
： 变式 ２ １ 可 以 改 为

“

原点 Ｏ 在 以 ＡＢ 为直

径 的 圆外 ， 求斜率 ６ 的取值范 围 类似地 ， 变式 ２
－

２

可 以 改为
“

原点 〇 在 以 ＡＢ 为直径 的 圆 内 ， 求斜率 ６

的取值范 围

点 ｆ 在直线 ０Ｂ 上 ， 以 ＥＦ 为 直径 的 圆 刚 好经 过 原

点 ， 求直线 ／ 的方程 ．

师 ： 解决这个问题 的关键是什么 ？

生 １ ６
： 根据变式 ２ ３ ， 将几何条件

“

以 ＥＦ 为直径

的 圆 刚好经过原点
”

转化为代数关系Ｍ
？
＃

＝
〇 ．

师 ： 但是点 Ｅ
、
Ｆ 的 坐标怎 么 表示 呢 ？

生 １ ７
： 根据条件 ， 可设 ＝

■

，成 ＝

户 〇１ ，

利用这个关系用 Ａ
，
Ｂ 两点 的 坐标来表示 ￡ ， Ｆ 两点

的坐标 ， 可得＝
Ａｘ

！ ，
：ｙＥ

＝
Ａ

：ｙ ｉ
， ｘＦ

＝

／
ｉＴ ２ ，

；ｙ Ｆ
＝

吵 ２ ， 则苗 ． ＯＨ
＝

ｘ〇Ｘ ｈ＋ ｙ〇ｙ Ｈ
＝

Ａ＾
（ ｘ

ｉ
Ｘ

２ 
＋ ３

／

１ ３
）

２
）

＝ 〇
， 通过这种转化 ， 剩下 的 过程 就跟变式 ２

－

３ 完全

一样 了 ， 这样 的结果也完全一样 ， 々
＝ ２ 或 々 ＝

—

２ ．

师 ： 直线 与 椭 圆 相 交 时 ， 除 了 可 以 解 决 弦 长 问

题 、 中点 弦 问题 ， 还有什么 问 题经常会遇 到 ？

生 ： 三角形 的 面积问题 ．

变式 ２ ５已 知直线 ／ 过点 （ ０ ，
２ ） ， 且与椭 圆 Ｃ

：

了
十 乂

＝１ 交于 两点 ， 用 々 表 ７Ｋ ．

生 １ ８
： 先求 出 弦长 ＡＢ 的 长度 ， 根据前 面的运算

结果可得
丨

ＡＢ
丨

＝

ｖＴＴＦ

２

／ １ ６ （ ４々
２—

ＩＴ

１＋ ４Ｆ
，又点 〇

到直线 Ｚ 的距离 ｄ

Ｓａｏａｂ
＝￣

２
＇

ｖＴ＋ ^

＼ＡＢ ＼
－ｄ

： ， 则

Ｖ ＼ ６ （ Ａ ｋ
２－

３ ）

１＋ ４ 々
２

２

＼
／ ｌ＋ 々

２

＿４
—

３
＝

１ ＋ ４ 是
２

＿

师 ： 很好 ， 思路很清 晰 ！ 除 了 可 以 用 这 种方式来

表示 ＳＡｍ Ｂ 之外 ， 还有其他方式来 表示吗 ？能否从 图

形 角 度来考虑一下 ？

生 １ ９
： 如 图 １ 所 示 ， 设

Ｐ （ ０ ， ２ ） ， 则 ５么 （則
＝ ５么 （ ） ｜ （ ／

＞

＿

５細 尸
＝ ？２ ？

丨

ｘ
丨

—

工
２ 丨

， 将

由 韦 达 定 理 得 到 的 Ａ＋＆ ，

ｘ
， ％ 代人 ， 也可 以 整 理 出 来 ．

师 ： 非常好 ！ 先分析 图 形 的

几何特征 ， 再用 代数关 系 代换 ； Ｌ何 条件 ， 这样数形结

图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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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的方式可 以 简化运算 ．

【设计意图 】 由
一个

“

母题
”

出 发 ， 由 浅人深地展

开变式 ， 变式 问题层层深 人 ， 达 到
“

通 过解一 道题最

终会解一类题
”

的 目 的 ． 引 导学 生抓住解析几何 的

主线
“

几何问题代数化
”

， 将题 目 中 的几何条件转化

为代数关系 ， 领 略转化与 化 归 、 数形结合等 数学思

想 ， 进 一 步 发 展 学 生 的 逻 辑 推 理素 养 、 直 观想 象

素养 ．

４
． 逐层递进 ， 探究本质

变式 ３
－

１ 已 知直线 ＋ｍ 与椭 圆 Ｃ ：

％
■

＋
ｙ

＝１ 交于 Ａ ， Ｂ 两点 ， 且Ｇ式 ．面 ＝
一

１ ，证明 ： 直

线 ／ 恒过定点 ．

师 ： 解决这个 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

生 ２ ０ ： 关键条件是Ｓｔ
？
＠１ ．

师 ： 说一下你 的具体解题过程 ？

生 ２ ０
： 根据前面 的经验来看 ，

＝
Ｘ

Ｘ
Ｘ

Ｚ＋

ｍ ｍ
＝＿

１
， 又 因 为 ＊ｙ ｉ

＝
ｂ

ｉ＋ 讲 ，
：ｙ ２
＝＋讲 ， 代

人整理得

（ １＋ 々
２

 （ 工
１＋ 尤

２ 
）＋ 汸

２

＋１
＝①

联立直线 ／ 和椭 圆 Ｃ 的方程 ， 消元得 （ ｌ ＋ ４々
２

） ｘ
２

＋８＾ｍｘ＋ ４ｍ
２—

４＝０ ， 所 以 ：ｃ
ｉ＋ ｘ

２
＝
—

巧巧 ，

１＋ ４： ｋ
ｌ

ｘ
ｘ
ｘ

ｚ
＝代人 ① ，整理得 ５ ｔｗ

２—
３
＝

０ ，解得
１＋４ ｋ

ｌ

／Ｔ ５

ｍ
＝±

——

．

ｏ

所 以直线 ｚ 过定点 （ ０ ，＃ ） 或 （ ０ ，
—＃ ） ．

０ ０

师 ： 看得 出 来 ， 你对这个 问 题分析得很透彻 ， 思

路很清晰 ， 有效利用 已有 的学 习 成果 ， 成功解决 了 直

线过定点 问题 ． 定值定点 问 题一 直是高考 的热点 问

题 ， 现在我们再添加一个条件 ， 看一下变式 ３
－

２ ．

变式 ３ ２已知直线 Ｚ
：

：ｙ

＝
ｆｃｃ ＋ｗ 与摘 圆 Ｃ

：

^

＋
／
＝１ 交于 Ａ

，
Ｂ 两点 ，若 １

， 且 ＯＤ 丄

ＡＢ ， Ｄ 为垂足 ， 证 明 ： 存在定 点 Ｑ ， 使得 ｜ＤＱ 为

定值 ．

师 ： 如何将题 目 中 的几何条件转化为代数关系 ？

生 ２ １
： 设 变 式 ３

－

１ 中 得 到 的 定 点 为 Ｐ （ ０ ，

±
＃ ） ，根据变式 ２

－

３ 给我 的启 发 ， 由 几何条件 ＯＤ

丄 ＡＢ 可知动点 Ｄ 在 以 ＯＰ 为直径 的 圆上 ， 当点 Ｑ 为

ＯＰ 的 中点 （ 即 圆心 ） 时 ，
ＩＤＱ Ｉ

为定值 ， 即 为 圆 的半

径
Ｔｏ

－

＇

师 ： 这位 同学对本节课 内 容 的前后联系 做 的很

到位 ，将形化为数 ， 同时从数 出发来研究 图形的能力

也很棒 ？ 不知 不觉 中我 们 已 经把 ２ ０ ２ ０ 年新 高考 Ｉ

卷的第 ２ ２ 题 （压轴题 ） 给变 出 来 了 ，请看 ：

已知椭 圆 Ｃ
：

ｇ

＋
妄
＝

ｌ （ ａ ＞ ６ ＞ ０ ） 的离心率

为ｆ ， 且过点 Ａ （ ２ ， ｌ ） ．（ １ ） 求 Ｃ 的方程 ； （ ２ ） 点 Ｍ ，
Ｎ

在 Ｃ 上 ， 且为 ＡＭ 丄 ＡＮ
，
ＡＤ 丄 ＭＶ

，
Ｄ 为垂足 ． 证

明 ： 存在定点 Ｑ ， 使得 ＩＤＱ Ｉ 为定值 ．

【设计意 图 】 通过分析条件和结论 的 内 在联 系 ，

拾级而上 ， 通过一级级 的 变式 ， 最终变 出 了 高考题 ．

让学生 明 白 ， 高考题来源于平时 ， 不能小看教材上每

一道看似不起眼 的题 目 ．

三 、教学反思

１
． 明确 目 标 ， 精选例题

本节课 的复 习 目 标是让学生 明 确直线 与椭 圆 的

位置关系 ， 以及如何利 用直线 与 椭 圆 的 位置关 系 来

解决一些 问题 ，所 以选取例题的时候就 以此为 中心 ，

将此 目 标融人选取 的例题 中 ． 例题最好 以教材 中 的

例题或者 习 题为蓝本 ， 在学生 的认知范 围 内 ， 适度拓

展其 内 涵 和外延 ， 有效发挥教材 习题的功能和价值 ，

拓宽学生 的视野．

２
． 回 归本源 ， 深入浅 出

本节课 内 容的生长 点就是
“

如何判 断直线 与椭

圆 的位置关系
”

， 以此知识点 出 发 ，进一步添加条件 ，

逐步延伸到 了 两道高考题 ． 对本源知识 的掌握 ， 记忆

与理解知识是 比较初级 的要求 ， 更难 的 是要从一个

复杂 问题 中挖掘 出 其本 质性 的 东西并灵活 应用 ． 这

就需要教师在 日 常教学 中将一些复杂 问题拆分成简

洁 的本源性知识 ， 逐渐使学生形成 自 己 的难题分解

思维路径 ， 进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

３ ． 适度变式 ， 举
一反三

适 当 的 变式教学能提高教学 的有效性 ， 拓展学

生 的思维 ， 但是也要注意 ，

“
一 题一课

”

不是为 了 变

式而变式 ，要根据学生学 习 的需要 ， 遵循学生的认知

规律设计变式 ． 变式 的 设计要 巧 ， 准确 把握 变式 的
“

度
”

， 以 高考为导 向 ， 适 当增 加 或者删 减条件 ， 不要

过难 ， 打击学生 的 自 信 ， 削弱他们 的学 习积极性 ．

４ ？ 观察思考 ，
深度学 习

《普通高 中 数学课程标准 （ ２ ０ １ ７ 年版 ） 》 明 确 指

出 ：

“

数学教育帮助学生掌握现代生活 和进一步学 习

所必需 的数学知识 、技 能 、 思想 和方法 ； 提升学生 的

数学素养 ， 引 导学生会用数学眼光观察世界 ， 会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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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维思考世界 ，会用数学语言表达世界 ； 促进学生

思维能 力 、实践能力 和创新意识 的发展 ．

”

高 三数学

复 习 要 以 发展学生 的 核心素养 为 目 的 进行设计 ， 在

学生主动接受知识 的状态 下才 能让素 养落 到 实处 ．

本节课从一个学生 比较熟悉 的 知识入 手 ， 通 过 不 断

地改变条件 ，让学生一直处于研究 的状态 ， 而不是被

动地接受 ， 通过 引 导学生深人思考达成对数学本质 、

思想方法和价值 的领悟 ． 建 构 主 义认为 ：

“

学 习 要放

在活动 中进行建构 ， 只 有 在 活 动 过 程 中 不 断地进行

反省 、概括 和抽象 ， 重 构 自 己 的 理解 ， 才 能真正理解

知识 的本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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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彡 ａ
２

（ ｌ 

—

ｅ
卜
Ｏ

？ ｌｏｒ ．

Ｘ

解 （ ｌ ）／ （ｘ ）
＝ 〇 ． 当

ＸＸ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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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 时 ， ／Ｕ ）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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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ｒ 在 ｘ
＝１ 时取得最大值 ０

， 即 ／ （ ：ｒ ）＜
０ ， 从

ｘ

而 可得Ａ

’

（ ａｒ ）
＝１

＿ 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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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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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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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〇〇

） ． ＷＪ

— ＋ ｌ ｒｕ：

—

１

Ｘ

由 （ １ ） 知 ，
１
－ 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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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 ＞ ０
，

ｘｘ

等号 当且仅 当 ｉ
＝１ 时成立 ， 所 以 ／

／ Ｏｒ ）＞〇 ， 由 此

可得 ， ／
＞０ ） 在 （ 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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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上都单调递增 ．

由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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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ＸＸ

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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