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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按照国家教育部的统一部署，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工作正

在逐步深入。同时，关于课程管理政策、评价制度、综合实践活

动的研究，均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新课程改革，不仅给教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且也为教师

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新课程强调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

导者和参与者，教学过程是师生交流、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这

也意味着师生之间应该平等对话，教师将由居高临下的权威角

色转向平等中的首席，教师与学生将互教互学，彼此形成一个真

正的学习共同体。

由此，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性学

习、研究性学习、体验性学习与实践性学习就显得格外重要，尤

其是在数理化知识的汲取方面，这点就更为突出。比如研究性

学习，学生要进行有效的研究，就要求作为参与者与指导者的教

师首先应是研究者，具有研究的经历和体验。唯有这样，才能真



正地实现让学生进行有目的的研究，并从中受益。

在新课程理念的感召下，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也是大势所

趋。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发挥集体的智慧，改变彼此之间孤立与

封闭的现象，学会与他人合作，与不同学科的教师打交道，学习

其他学科的知识、思维和方法。

本套丛书是从事数学、物理、化学三科教学的优秀教师教学

方法与教学经验的作品集，旨在将知识与技巧融为一体，将创新

思维与实践精神合而为一。在数学方面，不但涵盖了教学理论

与教学策略、课堂设计与课堂评价，而且还有富于经验的教育文

集；在物理方面，有解题快捷规律，也有解题障碍诊断；在化学方

面，有知识要点的精析，也有新颖实用的教法，融趣味性与知识

性于一体。

我们期待教师从此套丛书中发现其他教师教学方面的优

点，并为自己的教学提供借鉴，进而丰富教学思维和方法，发挥

能动性、创造性，设计出适合所教学生的、富有个性化的教学

活动。

编　者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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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材教法与学习方法研究

１ 证明浙大少年班的一个招考题

全日制初中几何第二册总复
习题２４题：经过 ∠ＸＯＹ的平分线
上一点Ａ，任作一直线与ＯＸ、ＯＹ

分别相交于Ｐ、Ｑ，求证： １
ＯＰ ＋

１
ＯＱ

等于定值。

证明 如图，∵Ｓ△ＯＰＱ ＝
１
２ＯＰ

·ＯＱ·ｓｉｎ　２α

＝ＯＰ·ＯＱ·ｓｉｎαｃｏｓα，

Ｓ△ＯＡＱ ＝
１
２ＯＡ

·ＯＱ·ｓｉｎα，

Ｓ△ＯＡＰ ＝
１
２ＯＡ

·ＯＰ·ｓｉｎα，

又 ∵Ｓ△ＯＰＱ ＝Ｓ△ＯＡＱ ＋Ｓ△ＯＡＰ，

∴２　ＯＰ·ＯＱｃｏｓα＝ＯＰ·ＯＡ＋ＯＱ·ＯＡ。

即 １
ＯＰ ＋ １

ＯＱ ＝ ２ｃｏｓαＯＡ ． （＊）………………………

∵ｃｏｓα、ＯＡ 均为定值，故命题得证。

用这个题目来证明浙大少年班第一届的一个招考题尤为

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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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ＡＢＣ中，∠Ｃ＝９０°，ＣＡ＝ａ，ＣＢ＝ｂ，∠Ｃ
的ｎ等分线顺次与斜边ＡＢ 交于Ｐ１、Ｐ２、…、Ｐｎ－１，试证：

１
ＣＰ１

＋ １
ＣＰ２

＋…＋ １
ＣＰｎ－１

＝ ａ＋ｂ２ （ａｂ ｃｏｔ π４　ｎ － ）１ 。

证明 设ＣＰ１ ＝ｍ１，ＣＰ２ ＝ｍ２，…，ＣＰｎ－１ ＝ｍｎ－１。
由已知条件知，∠ＡＣＰ１ ＝ ∠Ｐ１ＣＰ２ ＝ … ＝ ∠Ｐｎ－１ＣＢ

＝ π
２　ｎ

。

由 （＊） 式 得 １
ａ ＋ １

ｍ２
＝

２ｃｏｓ π２　ｎ
ｍ１

，

１
ｍ１

＋ １
ｍ３

＝

２ｃｏｓ π２　ｎ
ｍ２

，

……，

１
ｍｎ－２

＋１ｂ ＝
２ｃｏｓ π２　ｎ
ｍｎ－１

．

上面诸式相加，得

１
ａ ＋

１
ｂ－

１
ｍ１
－ １
ｍｎ－１

＋２∑
ｎ－１

ｉ＝１

１
ｍｉ
＝２ｃｏｓ π２　ｎ∑

ｎ－１

ｉ＝１

１
ｍ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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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ＡＣＰ 中，有
ｍ１
ｓｉｎＡ ＝ ａ

［ｓｉｎ　１８０° （－ π
２　ｎ ＋ ）］Ａ

，

∴ １
ｍ１
＝
ｓｉｎ π２　ｎ

·ｃｏｓ　Ａ＋ｃｏｓ π２　ｎ
·ｓｉｎＡ

ａｓｉｎＡ

＝ １ａｓｉｎ
π
２　ｎ
ｃｏｔ　Ａ＋１ａｃｏｓ

π
２　ｎ

＝ １ｂｓｉｎ
π
２　ｎ ＋

１
ａｃｏｓ

π
２　ｎ

． ②…………………

同理可得 １
ｍｎ－１

＝ １ａｓｉｎ
π
２　ｎ ＋

１
ｂｃｏｓ

π
２　ｎ

． ③………

把 ②、③ 代入 ①，整理，得

∑
ｎ－１

ｉ＝１

１
ｍｉ
＝ １

－４ｓｉｎ（２ π
４ ）［（ｎ

１
ａ＋

１）ｂ （· １－ｓｉｎ π２　ｎ－

ｃｏｓ π２ ）］ｎ

＝ ａ＋ｂ２ （ａｂ ｃｏｔ π４　ｎ － ）１ ．

浙江 《中学教研》（数学）１９８９年第２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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櫥
櫥
櫥
櫥

毣
毣毣

毣
人为什么在环境气温２０°～２４°下生活感到最适宜？

因为人体的正常体温是３６°～３７°，这个体温与０．６１８的
乘积恰好是２２．４°～２２．８°，而且在这一环境温度中，人
体的生理功能、生活节奏等新陈代谢平均处于最佳
状态。



５　　　　

张
焕
明
数
学
教
育
研
究
文
集
︵二
︶

２ 从一道课本例题的教学所想到的

笔者在搞教学调查时，听了一
位老师的平面几何课，课题是 “圆
周角”，在讲一道课本例题时处理得
较好，现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例题 如图，ＡＤ 是 △ＡＢＣ 的
高，ＡＥ 是 △ＡＢＣ的外接圆直径。

求证：ＡＢ·ＡＣ＝ＡＥ·ＡＤ（《几何》 第二册 Ｐ８５）。
这是一道用 “三点法找相似三角形” 来证比例式（等积

式）的典型题目。

当教师讲完了这道题目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能否将这道题目经过适当的变
化， 改成其它 “形异质同” 的题
目呢？

经过数分钟的学生自由讨论，

加上老师的点拨启发，得出了这样
一组变题：

变题１ 如图， 已知 ＡＤ 是

△ＡＢＣ的高，ＭＮ 是△ＡＢＣ外接圆
的直径。

求证：ＡＢ·ＡＣ＝ＡＤ·ＭＮ。
变题２ 如图， 已知 ＡＤ 是

△ＡＢＣ的高，Ｏ是 △ＡＢＣ外接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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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心。

求证：ＡＢ·ＡＣ＝２　ＡＯ·ＡＤ。
变题３ 已知ＡＤ 是 △ＡＢＣ的高，Ｒ是 △ＡＢＣ外接圆

的半径。

求证：ＡＢ·ＡＣ＝２　Ｒ·ＡＤ。
变题４ 如下页图左，已知ＡＤ 是 △ＡＢＣ的高，ＯＥ 是

△ＡＢＣ外接圆的半径。
求证：ＡＢ·ＡＣ＝２　ＯＥ·ＡＤ。

变题５ 如图中，已知ＡＤ 是 △ＡＢＣ 的高，Ｅ、Ｆ是

△ＡＢＣ外接圆上两点，且︵ＥＦ 的度数是６０°。
求证：ＡＢ·ＡＣ＝２　ＥＦ·ＡＤ。
变题６ 如图右，已知ＡＤ是△ＡＢＣ的角平分线，交其

外接圆于Ｅ。
求证：ＡＢ·ＡＣ＝ＡＥ·ＡＤ。
变题７ 已知ＡＤ 是 △ＡＢＣ 的高，且ＡＢ ＝４，ＡＣ ＝

３，ＡＤ ＝２．求 △ＡＢＣ外接圆的直径。
变题８ 已知△ＡＢＣ中，ＡＤ是角平分线，并延长交其

外接圆于Ｅ，且ＡＢ＝４，ＡＣ＝３，ＡＤ＝２．求弦ＡＥ的长。
教师对这些变题的书写、讲解详略得当，多数同学只要稍加

启发即可获得，通过对这道例题的变化，不但加深了对题目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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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而且培养了一题多变的能力，使学生初步掌握编题的技
能和技巧。

离下课只有５分钟了，学生的思维逐渐趋于平静，教师
小结了这节课的内容后，又提出了这样一个课外作业：

这道例题不但可以变出这么多题目，而且它还是一个
“定理型” 题目， 请同学们利用课外时间去收集、 研究、

整理。

北京 《中小学数学》１９９２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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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一道课本几何题的推广

统编初中几何第一册１７８页的例
题是：

已知矩形ＡＢＣＤ的对角线ＡＣ的
垂直平分线与边ＡＤ、ＢＣ 分别交于

Ｅ、Ｆ。
求证：四边形ＡＦＣＥ 是菱形（如图）。
这是一道极其平凡的题目，然而由它所引伸出来的题目

却不平凡。实际上，ＥＦ 与ＡＣ 的交点（垂足）Ｏ 就是矩形

ＡＢＣＤ 的中心，所以可得
命题１ 过矩形ＡＢＣＤ的中心Ｏ引直线与边ＡＤ、ＢＣ交

于Ｅ、Ｆ，则ＯＥ ＝ＯＦ。
因矩形的四个顶点共圆，两条对角线ＡＣ、ＢＤ 是圆的

直径，Ｏ是圆心，所以又可得
命题２　 ＡＣ、ＢＤ 为 ⊙Ｏ 的两

条直径，直径ＰＱ交弦ＤＡ于Ｅ，交
弦ＢＣ于Ｆ，则ＯＥ ＝ＯＦ（如图）。

若将命题２ 中于 “直径 ＡＣ、

ＢＤ、 ＰＱ” 改为 “弦 ＡＣ、 ＢＤ、

ＰＱ，但保持ＡＣ、ＢＤ 都经过ＰＱ 的中点” 这一条件，则得
命题３　 ＰＱ为圆Ｏ的弦，Ｍ 为ＰＱ的中点，经过Ｍ 的

弦ＡＣ、ＢＤ 与ＡＤ、ＢＣ交于Ｅ、Ｆ，则ＭＥ ＝ＭＦ（如图）。

这就是著名的蝴蝶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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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命题３ 中的条件 “经过

Ｍ…” 改为 “不经过 Ｍ…”，并使

ＭＨ ＝ＭＧ，则得
命题４ 如图，Ｍ 是圆Ｏ 的弦

ＰＱ 的中点，过圆Ｏ内一点Ｎ 引弦

ＡＣ、ＢＤ 与ＰＱ 分别交于Ｇ、Ｈ，

ＡＤ、ＢＣ与ＰＱ分别交于Ｅ、Ｆ，且

ＭＨ ＝ＭＧ，则ＭＥ ＝ＭＦ。
证明 设 ∠Ａ ＝ ∠Ｂ ＝ ∠α，

∠Ｃ ＝ ∠Ｄ ＝ ∠β， ∠ＥＨＤ ＝
∠ＢＨＦ ＝ γ， ∠ＦＧＣ ＝ ∠ＡＧＥ
＝δ。

又设ＥＭ ＝ｘ，ＦＭ ＝ｙ，ＰＭ ＝ＱＭ ＝ａ，ＨＭ ＝ＧＭ

＝ｂ。

则Ｓ△ＤＨＥ
Ｓ△ＣＧＦ

·Ｓ△ＣＧＦ
Ｓ△ＥＡＧ

·Ｓ△ＡＧＥ
Ｓ△ＦＨＢ

·Ｓ△ＦＨＢ
Ｓ△ＤＨＥ

＝１。

∴ ＤＥ·ＤＨｓｉｎβ
ＣＦ·ＣＧｓｉｎβ

· ＣＧ·ＧＦｓｉｎδ
ＧＡ·ＧＥｓｉｎδ

· ＡＧ·ＡＥｓｉｎα
ＢＦ·ＢＨｓｉｎα

·

ＨＢ·ＨＦｓｉｎγ
ＨＤ·ＨＥｓｉｎγ ＝

１。

化简并整理，得

ＤＥ·ＧＦ·ＡＥ·ＨＦ ＝ＣＦ·ＥＧ·ＢＦ·ＨＥ． （＊）…

∴ＧＦ ＝ＭＦ－ＧＭ ＝ｙ－ｂ，

ＨＦ ＝ＨＭ ＋ＦＭ ＝ｙ＋ｂ，

ＥＧ ＝ＥＭ ＋ＭＧ ＝ｘ＋ｂ，

ＨＥ ＝ＥＭ －ＨＭ ＝ｘ－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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