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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新教材《平面向量》教学体会

巫明芬

（西昌市第四中学校，四川 西昌 (&*"""）

!" #$ 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从理念、内容到实施都有较大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

数学的广泛应用，数学课程设置和实施应重新审视基础知识，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双基”，课

程的基本内容增加了向量等内容，向量是近代数学中重要和基本的数学概念之一，有着极其丰富

的实际背景，向量是一种处理几何问题、物理问题等的工具。

%&’()课程改革；双基教学；应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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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从理念、内容到实施，都有

较大变化。笔者从传统教材的最后一轮转入新教材

的教学有很大的收获，就《平面向量》的教学谈点体

会与同行们共同研讨。

《平面向量》是高中数学基础知识新增的基础内

容。向量是近代数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是沟通几

何、代数、三角等内容的桥梁。它是物理学和工程技

术抽象出来的，它的理论和方法成为解决物理学和

工程技术的重要工具，它具有丰富的实际背景和广

泛的应用。向量的作用关键是它具有一套良好的运

算性质，通过向量可以把图形的性质转化为向量的

运算，从而较容易地研究各种有关问题。

一、几个重要概念的教学

&、向量的概念：向量具有数形二重性及位置不

确定性，在运动中保持长度和方向不变，这是向量的

一个重要特性。向量具有几何图形的特征，有向线段

表示向量，显示了图形的直观性，为学习向量提供了

几何方法，体现了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向量又具有

数量特征，向量的坐标表示，反映向量的数量特征，

将向量问题代数化，转化为学生熟知的代数运算，体

现了转化化归的数学思想。一个向量反映了形数两

方面的辩证统一。

!、共线向量：共线向量也是平行向量，其要求几

个非零向量的方向相同或相反，当然向量所在的直

线可以平行也可以重合，其中“共线”的含义不是平

面几何中“共线”的含义，实际上，共线向量有以下四

种情况：方向相同且模相等：方向相同且模不相等；

方向相反且模相等；方向相反且模不相等；

)、零向量：零向量是特殊的向量，长度为零的向

量，方向不确定是任意的。零向量与任意方向的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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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解答问题时，一定要看清题目中是“零向量”还

是“非零向量”如：判断下列命题的真假

!、与零向量相等的向量只有零向量

"、与任何向量都平行的向量是零向量

#、!!!""，""!#!"!!!#!

二、关于运算法则和运算律

关于数量的代数运算在向量范围内不都适用，

弄清向量与数量的区别，理解向量自己的运算系统：

加、减、实数与向量的积、向量的数量积等运算法则，

时刻与数量系统的运算进行区别比较，不能相当然，

防止把不合式的运算法则应用到向量系统中来，如

!、"、#（"#$）为实数!"%"#"!%#成立，对向量!!、""、#!，

!!·""%""·#!"!!%#!不成立，对向量式不能随便约分，因

为没有这条运算律。又如向量的数量积只适合交换

律、加乘分配律和数乘结合律，不满足结合律，可验

证如下：

方法一：从数量积的角度考虑，（!!·""）·#!与!!·（""·

#!）都没有意义，当然更谈不上相等。事实上，!!·""是一

个实数，实数与向量不存在数量积。

方法二：从数量积的角度考虑，（!!·""）·#!表示一

个与#!共线的向量，而（!!·""）·#!表示一个与!!共线的向

量，!!与#!一般不共线。

方法三：用坐标进行向量混合运算验证，设!!%

（&，’）""%（()，(&），#!%（&，)），则（!!·""）·#!%（()*，(+），!!

·,""·#!-%（(+，()&），显然（!!·""）·#!#!!·,""·#!-

师生可以共同探索（!!·""）·#!%!!·,""·#!-成立的条件，以

开拓思路。

三、新、原教材中概念的区别

高中数学新教材已在全国试用，原教材的体系

和内容已在绝大多数教师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对于

两种教材里不同的基本概念，一定要引起注意。“线

段的定比分点”与“平移”是新、原教材都有的内容，

但这两部分内容，新、原教材有一定的区别，必须搞

清楚这种区别。

如线段的定比分点概念：

原教材的定义：有向直线.上的一点/，把.上的

有向线段/)/&
#$分成两条有向线段/)

#$/和//&
#$，/)

#$/和//&
#$

的数量比叫做点/分/)/&
#$所成的比，通常用字母$来

表示这个比值，$%/)
#$/ 0 //&

#$，点/叫做/)/&
#$的定比分

点。

新教材的定义：设/)、/&是直线.上的两点，点/
是.上不同于/)、/&的任意一点，则存在一个实数$，

使/)
#$/%$//&

#$，$叫做点/分/)/&
#$所成的比，点/叫做/)/&

#$

的定比分点。

比较这两个定义可见，新、原教材中关于定比分

点的概念不全相同，有一定的区别。

分点/在原教材中可取/)/&
#$的始点/)，而新教材

中不能取/)，因此，原教材中实数$的取值范围为：（(
1，()）$（()，21）；而新教材中实数$的取值范围

为：（(1，()）$（()，$）$（$，21））。

笔者认为，这两种概念各有千秋。一方面，从$
的取值范围看，原教材定义比新教材的定义方便，必

须知道现在用的是后者。

又如平移的概念：

对于平移，原教材介绍的是坐标轴的平移，而新

教材涉及的是图形（点）的平移，要弄清它们的联系，

特别要注意其区别。

对于新教材的平移，又要清楚：经过平移，点的

坐 标 或 向 量 的 坐 标 所 起 的 变 化 例)已 知3（’，4），5

（6，&），将3#$5按向量!!%（)，&）平移后所得向量是（ ）

3、（)，(4） 5、（&，(6） 7、（)$，8） 9、

（’，(’）

评析：值得注意的是平移后点坐标发生变化，而

向量坐标不会发生变化，故答案为5。

四、加强重要结论的应用意识

)、重视定义、性质的应用意识

平行向量与垂直向量的性质以及三点共线的充

要条件与向量知识有着广泛的应用，教材限于学生

的水平，这方面的内容比较缺乏。因此，平时要尽可

能寻找或自编一些相关习题，让学生训练。

&、归纳例（习）题结论并能充分应用

许多例（习）题都是具有一般性的数学命题，如

果我们能够随时加以归纳、总结，并将它们应用于解

决其它的数学题中，十分有益。

如将新教材中例6归纳后得到命题：设:是点3
和5的连线外一点，则点/和3、5共线的充要条件是

存在实数$，使得:#$/%$:#$32（)($）:#$5。可用此命题解

决有关的证明和计算。 （下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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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逆向思维意识

公式的逆用、解题步骤颠倒及解题后的反思等

等逆向思维的运用，有时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向量知识在几何、代数、三角中的应用

利用向量的知识去研究几何中的直线问题，常

可取得意想不到的结果，其证明的基本思想是：将问

题中有关的线段表示为向量，然后根据图形的性质

和特点，应用向量的运算、运算律和有关的法则，推

出所求证的结论。

代数和三角中的条件等式的证明常要进行繁琐

的计算，但利用向量的知识和运算法则进行证明，不

但解题思路新颖，而且解法简捷。

%、向量在其它学科中的应用意识

向量在其它学科，特别是物理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例如物理学中的力、速度、加速度、位移等都是向

量，力的合成和分解是向量的加减，而功则是向量的

数量积等等。在教学向量时，不妨找些向量在物理学

中应用的例子加强数理之间的沟通。

!"#$%&’(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人民教育出版社，’(($&"
〔’〕素质教育新教案&西苑出版社，出版日期不详。

划尽量都要有国防教育内容，备课做到“三纲”同步，

把国防知识列入学生的德育考核手册，在学生评优、

教师评模中作为一项硬指标，严格考核，量化把关，

从而促进国防教育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落实。

二是国防教育要在教学内容中渗透。把国防知

识和学科知识揉在一起，启迪学生励志图强、报效祖

国的雄心壮志。比如：在地理课教学中，要通过讲述

祖国的锦绣山河，激发学生的爱国之心；在政治课教

学中，要通过回顾先辈反抗侵略的英雄业绩，激励学

生的卫国这志；在历史课教学中，通过介绍祖国领先

于世界诸多方面的科学文化成就，教育学生急当建

国之才；在体育课教学中，请部队的同志讲军事课，

培养学生遵守纪律，爱军习武的观念。灵活的渗透方

式、适量的渗透内容，学生听起课来顺耳、入理、新

鲜，如春雨润物，使爱国主义思想在学生心中留下深

刻印记。从而达到教学和国防教育的“双丰收”，收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是国防教育要在陶冶学生情操中渗透。在重

大纪念日，学校要以班为单位，积极组织学生有选择

地到风景名胜区旅游，到革命纪念地参观，领略祖国

的大好河山，陶冶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激发学生们

对祖国的热爱和眷恋。学校要抓好教师学生的国防

知识教育，经常组织学生进行热点小研讨，主题小对

话，师生小谈心，先进小评比等活动，有助于学生对

社会的了解，对敏感问题的辨析。学校要适时组织学

生收看《英雄儿女》、《刘胡兰》、《甲午风云》等历史影

片，让学生了解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和中国人民不

屈不挠的的斗争精神，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和

报国之志，促使学生从小养成爱国尚武的好习惯，增

强国防观念，提高国防意识。

!"#$%&’(
〔!〕四川省军区出版的《国防教育论文选》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的《国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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