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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学生问题 改进教学工作

王文杰

（西昌学院 数理系，四川 西昌 &’("!!）

【 摘 要】 针对学生在试讲中常出现的问题，既要及时指出和纠正，同时也要进一步改进我

们的教学工作，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素质和能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初中数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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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年来指导学生试讲的过程中，发现学生常

出现一些问题，其中主要表现为：叙述表达不够严

谨；画图不规范以及逻辑推理出现错误或者有一定

缺陷。

叙述表达不严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些 同 学 在 讲 提 取 公 因 式 法 分 解 因 式 时 ，把

-./-0/-12-（./0/1）中的式子-称为多项式-./
-0/-1的公因式，实际上-是多项式的各项（即各个

单项式）的公因式，而不是多项式的公因子；-只是

多项式-./-0/-1的一个因式而已。

一些同学在讲“等腰三角形的判定定理”时，常

总结成“两底角相等，则两腰相等”。这也是错误的。

因为只有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之后，才有底角及腰

的定义，因此不能先把相等的角叫做底角。

在讲“平方根”一节时，有的学生讲“平方运算与

开方运算是逆运算，这也不严谨。平方运算与开平方

运算是逆运算，而与开3（34!）次方运算则不是互为

逆运算。

有的同学在讲“绝对值”一节时，讲成“一个数.
的绝对值就是这个数.到原点的距离”这也不妥。实

际上一个数.的绝对值是数.在数轴上所对应的点到

原点的距离。而数与点之间的距离显然不妥。

有些同学在讲“等腰三角形的性质定理”一节

时，已知*52*6，作!*的平分线写成“作!*的顶角

平分线”。实际上是作!*的平分线或说作顶角的平

分线都可以。“!*的顶角”则不通，完全是画蛇添

足。

有 的 同 学 把 式 子 !0!$#.0! 读 作 ： 根 号!0!减

#.0，我评讲时写下式子 !0!! $#.0，同学同样读作

“根号!0!减#.0。实际上 !0!$#.0! 应读成!0!减#.0的

差的算术平方根；而 !0!! $#.0应读作!0!的算术平

方根减去#.0的差。

逻辑推理不严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有些同学在讲“直角三角形”一节时，讲性质!：

“在78三角形中，斜边上的中线等于斜边的一半”时，

证明如下：

在78"*56中，!*6529":，6;是斜边*5上 的

中线，<*;25;延长6;到=，使得;=2;6，（如图’）

（图’）

>!*;62!5;= （对顶角相等）

<"*;6#"5;= （?*?）

又>"*;6/"56;2"5;=/"56;

即"*56#"=65$*526=$6;2 ’
!
*5

我在评讲时举了一个反例：平行四边形*56;
中，!*56@9":，且*6交5;于A，如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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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平行四边形对角互相平分易得

!!"#"!$%# （&!&）

但!!"$与!%$"并不全等。

并且指出证明任何结论时，必须步步要有根据，

且必须具有充分条件才能肯定结果；切忌不要借助

于图形来证明！

在讲“含’()角的直角三角形”一节时，有个同学

讲“在*+!!"$中，"$, -
.
!"，则#!,’()”，其实只

有当#$,/()时，才有#!,’()的结论；而当#",/()

时 ，0"$, -
.
!"，+1!, "$

!$
, -
.

， 这 时#!等 于234+1

-
.

，而不是’()角。

还有一个同学在讲“含’()角的直角三角形”一

节 中 的 例 ：“!!"$中 ，#!$",/()，#!,’()，$%$
!"于%，!",546，分别求"$、!%、"%的长”时，用到

了相似三角形的知识。其实相似三角形是后面的知

识内容，现在还根本不能用，这也说明学生对中学数

学内容编排不熟悉，钻研教材不深入。

有些同学在讲“三角形三条边的关系”一节时，

写了!!"$是不等边三角形%!"&"$&!$，这也

是不妥的，相等关系、大于或小于关系都具有传递

性，恰恰不等关系不具有传递性。比如-’&7&-’，但

-’,-’，即!"&"$&!$并不能保证!"&!$，当然也

就不能保证三角形一定是不等边三角形了。

画图不规范更是许多学生的通病。虽然有些学

生是用三角板（直尺）和圆规画图，但往往画图的顺

序不正确，作图的关键未掌握或不了解，以致一些几

何图形迟迟画不好，有时使得本来较长的边反倒画

得短些，本来相等的角画得相差较大。特别是作一个

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的平分线与这外角相邻的内角所

对的边要相交时，常常在整个黑板面上都相交不了，

只好把直线画成曲线或折线才与第三边相交。

总之许多同学画图既不规范也不直观，作出的

图形常常起不到帮助解题的作用。

针对学生试讲出现的问题，我在平常教学工作

中采取了一些措施，做到身教言传，在提高学生掌握

基础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和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注意提高学生的基本技能和师

范技能。

针对学生叙述表达不严谨，我在讲课时在表达

一些数学内容时，就注意规范正确地表达其涵义。如

在大一的《解析几何》课的教学之中，两点!（8-，9-，
:-）和 "（8.，9.，:.）间的距离公式：

;,<!!"" <, （8.=8-）.>（9.=9-）.>（:.=:-）.#
读作：“两点!、"间的距离;等于!、"两点对应坐标

的差的平方和的算术平方根”。而不读成：“距离;等

于根号（8.=8-）.加（9.=9-）.再加上（:.=:-）.”。

在讲第一章“矢量代数”时，针对学生思维不严

谨的问题，我补充了一个例题：“若矢量2$与?%共线，矢

量?%与4$共线，矢量2$与4$共线吗？”许多同学都只想到

平行线具有传递性而回答2$与4$共线，我在黑板上任

意画了一个非零矢量2$，又画了一个与2$不共线的非

零矢量4$，再画了一个零矢量?%（即一点）。这时仍满足

2$，?%共线且?%、4$共线，但2$与4$并不共线，并指出：只有

当?%&@$的，才能肯定2$与4$共线；而当?%是零矢量时，则

不能肯定2$与4$共线，这时2$与4$可能共线也可能不会

共线。

针对学生画图不规范，不直观的问题，我平常都

注意到尽能规范直观地画图。即使讲《解析几何》课

程时，也常带三角板，有时需要还加上圆规进行教

学。教学中需要画图时都一丝不苟地画。特别是在

画双曲抛物面等直观图时，一边画还一边讲由于截

线是双曲线或抛物线，所以这里画成这样才行。这样

画出的直观图确实比较直观形象，也使学生掌握了

画各种曲面及曲线的要领。

在讲《初等几何研究》课程时，不仅自己认真规

范地画图，也要求学生平常作业也认真画图，力求准

确直观。并在教学中举了一个反例（图’）：

A图’）

#%是!!"$边"$的中垂 线 ，!#是#"!$的 平

分线，两线交于点#，过#作#B$!"于B，#C$!$于

C，则!#,!#，#B!#,#C!#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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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 页）的思想感情。所以作者明写荷塘月色，江

南采莲，南塘忧思，实则是将自己担忧着民族前途命

运爱国焦虑心情移入眼前的景物之中。再看李白，他

也很喜欢在繁复多样的自然现象里攫取不平凡的题

材，如高山大河，飞瀑巨浪，长风万里等自然现象来

寄托自己的情感，如“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

几万里，吹度玉门关”“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

九天。”（《望庐山瀑片》）等来表现作者自己感情的昂

扬激荡，热烈奔放。这些诗篇使人读了之后为之胸怀

开阔，精神振奋。而有些作品如《蜀道难》、《横江词》

等尽管内容描绘了山河的艰险可怖的面貌，却抒发

了作者的哀愁忧思，而孟浩然的特点则是淡，由于他

的心情是淡的，他的笔下物境也是淡的，“淡得看不

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他没有李白那种炽

热的感情和雄伟的气魄，也没有杜甫那种推己及物

的心肠和细致入微的笔触，他的诗如一杯清茶，一缕

清烟，一片月光，一丝云影，如：《宿建德江》诗中是淡

淡的乡思，脉脉的烦愁，与幽清的江边晚景融在一

起，组成了一幅清丽的图画。

总之，不管是作者由眼前景产生各种情，还是将

情感渗透到景物中，都必具有情与景，所以说情景相

生，缺一不可，只有情而无景，或只有景而无情都谈

不上触景生情，移情入境，情景交融。

注释及参考文献：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彭庆生，张仁健$唐诗精品$北京燕山!%%#版

&’(!)*+"’(!)*,
故)+-), 及 *+-*,
又连结*.，*/
0*1是./边的中垂线

&*.-*/ 及 #*+.-2%3-#*,/
&’(!*+."’(!*,/
有+.-,/
故：).-)+4+.-),4,/-)/
即对任一个三角形)./，我都“可以证得”两边

).-)/。此结论当然有错，但看起来证明推导的过

程一点不错，原因何在？许多学生在看到这个反例

后，甚是困惑。学生对此说法较多，但一般都未击中

要害。在学生议论五分钟之后，我才说明原因：是作

图有错！任何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内角平分线与其对

边 的 中 垂 线 如 果 相 交 （不 重 合 ）， 则 其 交 点 必 在

!)./之外，实际上交点必在!)./的外接圆上。

借此反例向学生强调两点：#$作图必须力求准

确，否则因作图不正确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证明

不能依赖于作图，我们的证明可以借助于图的直观

但不能依赖于直观，证明推导必须步步有根据。

以上是针对学生在试讲中出现的涉及到数学知

识上的问题进行分析，以及我在数学有关课程教学

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实际上学生在试讲中还出现了

其它一些问题。有的同学组织教学的能力低，重点不

突出；相当一部分同学板书较差，板面设计不好；一

部分同学普通话说得十分别扭，语言表达能力差；一

部分同学讲课胆怯，不象是在讲课而象是老师抽到

讲台上在黑板上做练习的学生⋯⋯

学生在试讲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需要教师在

平常的教学工作中逐渐帮助解决。教师自已上好每

一堂课，真正起到“身正为范”的作用。也要在平时严

格要求学生努力学习，认真做好作业，在平时的生

活、学习中逐渐养成良好的思想品质以及做任何事

情都踏实认真的良好习惯，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真

正合格的初中数学教师。

注释及参考文献：

〔#〕李建才$初中数学教材教法〔5〕$高等教育出版社

〔!〕余元希$初等代数研究〔5〕$高等教育出版社

〔6〕朱德祥$初等几何研究〔5〕$高等教育出版社

〔7〕喻平，孙杰远$数学教育学导引〔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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