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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人们对新课程观的理解，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开发和利用是保证新课程实施的

基本条件。新课程倡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发现、交流合

作，而课程资源对学生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

开发利用一切课程资源，为实施新课程提供环境成为当

务之急。

在执行新课程计划中，应当树立新的课程资源观，教

师应该成为学生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学生应

该成为课程资源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人，应当学会主动地

有创造性地利用一切可用资源，为自身的学习、实践、探

索性活动服务。

为此，我们开发了《中学理科课程资源》丛书。这套

丛书共３６本，分为数学、物理和化学三个方面。根据新

课标的改革方向，每个方面又分为教学、百科和新方位三

个方向，是针对中小学教师和学生而编写的精品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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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理科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说到底是为了学

生的发展而展开的，让每一位理科教师在进行理科课程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时能更多地关注学生自身存在的一切

资源，激发和唤醒学生的多种潜能，为学生以后能主动学

习、主动探索、主动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理科方

面的专家及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疏漏之处，希望广大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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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一　新课引入趣味化

案例１　　　命题的四种形式

李　萍

先请学生看一则幽默笑话：两个人为了某件小事决

定以决斗的形式解决。甲对乙说：“你不可能赢我，除非

明天不出太阳！”，乙回答说：“明天是阴天。”这个问题中

的甲乙两个人到底谁吹得更能赢呢？谁吹牛的本领更厉

害呢？可以说甲的话是一种否定形式给出的命题，那么

我们怎样快速的找到它的等价命题呢？……其实甲说的

就是：“如果明天不出太阳，那么你能赢我。”而乙的回答

是：“明天没有太阳。”所以呢应该说还是乙吹得更能赢。

这就是与我们今天所学的数学命题中的四种形式有关的

一个数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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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２　　　逻辑联结词的引入

郭　慧

一、案例主题
常言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教学工作更是这

样。作为课堂第一环节的新课导入在课堂教学中起着重

要作用，导入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好坏，导

入得法可以使学生在心理和知识上做好学习的准备。使

学生进入良好的学习状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

欲望，从而集中精神学习新的内容。数学课堂教学的导

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教学环节，是值得研讨的课题。

虽然随着素质教育的实行和主体课堂教学的实施，

教师开始重视导入的作用，但导入设计上仍存在问题。

本案例的提出和发现，旨在探寻导入设计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正确选择和设计有趣味又发人深思的导入。

二、案例背景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我在温州中学实习，在上椭圆这部分

内容时，我选择了以故事的形式导入。虽然同学对这种

方法充满新鲜感，但只起到使人轻松、愉快的作用。整个

导入变成了我在上面讲故事，学生在下面听故事，没有调

动学生多少学习的积极性，导致整节课纪律松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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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复总结了失败的原因。２００４年９月我参加工作，在

上逻辑联结词时，我选择了故事、设问相结合的导入法，

引出复合命题的真假判断。

三、案例描述
师：在上今天的课之前，先请大家帮我解决一个

问题：

王慧、张红、李欣三位同学中有一位放学后把教室打

扫干净了。事后老师问她们三人是谁做的好事。

王慧说：“是李欣做的。”

李欣说：“不是我做的。”

张红说：“不是我做的。”

已知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我的疑问是：到底是谁

做的好事？

生：陷入沉思。

生１：（兴奋地站起来）我知道了，是李欣做的。

生：跟着生１的思路开始讨论开。

师：请谈谈你的理由。

生１：因为王慧说的是真话，那一定是李欣做的，李

欣说的一定是假话。那张红说不是她做的，那就是

说……（生１开始怀疑自己的结论）

生：错了错了。（开始前后桌讨论，连平时调皮的学

生都参与进去）

师：注意了，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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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２：那是王慧做的吧。王慧说的是假话，李欣说的

是真话，那张红说的是真话。

生３：（喊了起来）错了，错了，要求只有一个是真的。

（全班同学都开心的笑了，大家跃跃欲试，答案即将

揭晓。）

师：答案即将揭晓，我们请生４说一下。（该生基础

较差，有点胆怯）

生４：是张红做的，因为前面的可能性都被推翻了。

师：很好，我们为生４鼓掌。（掌声）我们一起想一

下，如果是张红做的，王慧说的就是假话，而李欣说不是

她做的确实是真话，张红说的就是假话了。

生：顿悟。

师：谢谢大家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了答

案还得用理论的依据来证明我们的结论。这里涉及了复

合命题判断真假的内容，我们今天就继续来学习逻辑连

接词，来证明我们的结论。（学生兴趣盎然，迫不及待地

继续下去）

四、案例分析
整节课上气氛异常活跃，最后同学们还用命题的真

假性证明了导入中的问题，整个导入获得了学生的认可。

针对自己设计的导入，我谈一下自己的两点看法：在

选择导入故事上，题材必须精彩，贴近生活，不仅要引起

学生的兴趣，还要引起他们强烈的求知欲；在教法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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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与设问相结合，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其积极地参与

问题的讨论与思考中，使课堂真正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

为主体。

选择这种富有趣味性、生活性、启发性的导入方式，

能激发学生学习探究数学原理的兴趣，活跃课堂气氛。

寓教于乐，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学习数学，让学生体会到

一种学有所得、学以致用的收获感。我想在今后的课堂

教学中，这种导入方式值得运用。特写作此案例，与各位

教师同仁分享我的所得。

案例３　　　用什么交通工具

蔡　敏

在上充要条件这一节新课时，我从一个生活实例引

入，浅显易懂，学生很快理解了充分条件的意义，并能学

以至用，学生觉得很有趣味，积极性很高。

师问：从学校回家可选择的交通方式有哪些？

生答：（谁想到谁说）

条件　　　　　结果

骑自行车

坐公交车

乘出租车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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