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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意识下的数学习题教学
福建省莆田第二中学 陈仁和

摘要：课堂是一个生态系统，如何在生态意识下开展习题教学是课

堂教学探索的一个主题。教师的课堂生态意识由整体意识、开放意识、

共生意识等组成，思维导图的建立、平等互动的创设以及互利共生的

生成，永远是课堂习题教学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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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奠宙教授认为，数学的核心素养包括“真、善、美”三个维度，

能熟练运用数学思想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是数学核心素养中之

“善”，它能承“真”又可释“美”，是高中数学核心素养之轴，因此

习题教学的成效直接影响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提升。秉持“尊重、唤

醒、激励生命”的理念，打造生态意识下的习题教学课堂，应该是新

高考下数学教学追求的一个指向。课堂教学本质上是一个生态系统，

生态主体之间的感受与领悟的“质”与“量”是衡量课堂成效的重要

标志。

一、整体意识下的思维导图

高中数学知识点多，数学问题载体多样，于是题库中的题量就庞

大得令人望而却步。但高中数学的本质是这样的吗？不然。若从代数

的角度分类，追根溯源就只有数量大小和数量范围两类，而等式(函

数、方程)和不等式就是解决问题的两把钥匙，因此在习题教学时不

能就题论题，给学生以零碎的感觉，让他们感到问题“多”得无法穷

尽，而应该有一个整体的意识，归一群成一类，以“型”成系，这样

就可举一反三，帮助学生洞察高中数学的本质，感受其中的优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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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含量词的命题求参数问题是高中数学中一类典型问题，为解决这个

问题，在习题教学时要有一个整体意识，明确问题的化归方向，及时

提炼并完整梳理，建立思维导图，给学生以一类问题的清晰解题思路。

（1）含量词的等式成立问题：如果是含全称量词的等式，则左

右同次项系数相等即是；如果是含存在量词的等式，一般是转化为函

数的值域问题。如“关于 x 的方程 4
x
-(a+1)2

x
+9=0 有实数解，求实数

a的取值范围”，最佳解决方案就是参数分离后化归为函数值域问题，

又如“已知函数 f（x）=2x
2
﹣3x+1，g（x）=ksin（x﹣ ），（k≠0）．若

对任意的 x1∈[0，3]，总存在 x2∈[0，3]，使 f（x1）=g（x2）成立，

求实数 k 的取值范围”。此类问题一般化归为两个函数的值域关系问

题，解题后提炼得：（1）如果对任意的 x1∈A，总存在 x2 ∈B，使得

使 f（x1）=g（x2）成立，则命题等价于 f(x)的值域是 g(x)值域的子集。

（2）如果存在 x1∈A， x2 ∈B，使得使 f（x1）=g（x2）成立，则命

题等价于 f(x)的值域和 g(x)值域交集非空。

（2）含量词的不等式问题均应转化为函数的最值问题。一种方法

是可以直接建立含参的函数，此方法应用的前提是经参数讨论容易获

得函数的最值，如“若不等式 0)2(2)4(2  axax 对任意 ]1,1[a 恒

成立，求 x 的取值范围”。此问题通过建立 a的函数易得结果。又如“若

关于 x的不等式 02)1()1( 2  xmxm 的解集是R，求m的取值范围。”

此问题通过建立 x的函数，经讨论后也可轻易得到结果。第二种方法

是如果直接建立函数而因参数的干扰最值难以获取，则可参变分离后

再建函数。如“在ABC中，已知 2|)(|,2cos)
24

(sinsin4)( 2  mBfBBBBf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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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cos)
24

(sinsin4)( 2  mBfBBBBf 且


恒成立，求实数 m 的取值范围”，这个问题如果按第一

种方法解决就比较困难，如果利用第二种方法操作就容易许多。第三

种方法是经不等式适当分离后利用数形结合方法解之异常方便，如

“若不等式 0log3 2  xx a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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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x 内恒成立，求实数 a的取值范围”，

通过分离画出两个函数的图像，则目标清晰，答案跃然纸上。对于多

个变量问题，解决的最佳方案就是两变量分离后直接化归为两个函数

的最值问题，如果分离不了，那么可以树立主元，一个一个解决，在

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总之，通过题型分类及其解题通法的提炼加工后构建问题的思维

导图，学生既可辨识一类问题的结构特征，也可掌握解决此类问题的

思路，这样习题教学中的整体意识功效就自然体现出来了。

二、开放意识下的平等互动

课堂生命体是教师与学生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课堂活动必

须在生命体的平等交流和对话中完成。开放教学理念、开放自我精神

世界，在探究、争论、提炼和分享中丰富生命体的经历与感悟，提升

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真正实现对教学目标的完美追求。

比如在求多元函数最值的教学前，我先抛出导学案，制定达成的

目标要求，把班级学生分成几组布置预习探究任务。教学伊始，分享

各小组的探究成果，并板书整理：（1）根据条件消元化归为一元函数

解题，如“若正实数 x,y 满足 2x+8y=xy,求 x+y 的最小值”，可以利用

条件减元化归后解决。（2）利用基本不等式化等式为不等式，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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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等式解之，如“若正实数 a,b满足 ab=a+b+3,求 ab的取值范围”，

可把 a+b 放缩成 ab得 ab 的不等式解之。（3）挖掘条件和结论的几何

意义，利用数形结合法解题，如“已知

x≥1

x－y+1≤0

2x－y－2≤0
，则（1）求 x2

＋y2的最小值，（2）求 u＝
y－1

x＋1
的取值范围，（3）求 z＝3x＋2y 的取

值范围”。接着推出问题“若实数 x,y 满足 x2+y2-2x+4y=0求 x-2y 的最

大值”，让同学共同完成，允许小组间讨论交流。结果令人欣喜，有

利用数形结合法解题的，也有利用三角换元化归为一元函数的，还有

一组同学的解法更绝：令 t=x-2y 得 x=t+2y 代入条件等式，树立主元

并利用方程有解的条件解题。

经过学生的前期准备，师生可以在轻松的对话环境下提炼一类问

题的解决方法，并在经验的引领下，通过学生的探究、协作，分享了

多种方法解题的乐趣，揭示了数学的本质，领悟了数学的探究精神，

完美地实现了教学目标，同时也提升了数学的“善”之核心素养。

三、共生意识下的竞争合作

二十一世纪的教学主体目标之一是教会学生“共同生活”。课堂

上不同主体之间的存在相互依托，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和学生间

的“共生关系”应该在课堂活动中得到良好的演绎，否则“互利共生”

就无法形成，教学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数学思维品质的优化以及数学解题方法的强化，应该通过解题实

践来实现，通过解题实践，积累解题经验，这样才能使解题灵感得到

良好的诱发，思维得到正向迁移。如在解几的解题实践中，经常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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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式函数的取值范围或最值问题，我们可以预先组织学生分组收集相

关题型，于课堂上分别展示并举行比赛，让一方解决另一方的问题，

在共同协作的基础上提炼解题心得形成解题经验。通过实践，集全体

学生的智慧获得丰富的解题经验。一是 y=
dcx
bax




型的分式函数，既可

通过常数分离法化归为反比例函数解题，亦可由方程理论用 y 表示 x

后由 x 的取值范围获得 y 的不等式而后解之。二是 y=x+
x
m
型的函数，

如果 m为负数，则函数单调性清晰，如果 m 为正数，则为双勾型函

数，图像性质明确，解题思路容易形成，进一步推广可以解决

y=
fex
cbxax


2

和 y=
cbxax

fex



2 型的函数问题，再推广也可以先对

y=
gfxex
cbx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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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分式进行参数分离后化归为以上类型解之，当然许

多同学也会提出一些新颖的解法，我们都一一给予肯定。通过这样的

安排，课堂获取的成果非常丰富，既有竞争时的对立，也有合作后的

共享，师生与生生的共生状态演绎得淋漓尽致，实现了“教学相长”

和“学学相长”的良好效果。

总之，课堂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生态系统，如何在整体开放、多元

共生的生态特征下开展教学活动是每个教师应该思考与探讨的一个

课题，它事关课堂教学成效的质量与品质，也将左右学生核心素养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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