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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学数学思想方法(第2版)》内容简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
，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变革，是教育思想和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进步。实施“中小学教师继续
教育工程”，提高教师素质，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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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解析法与综合法的比较　　我们知道，中学几何中的综合法是处理几何问题的一种常用方法
，它借助图形的直观形象，依据基本的逻辑原理（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不使用其他工具，
从基本事实（公设、公理）出发，通过演绎推理，导出一系列定理和结论。而解析法是通过建立坐标
系，把几何中的点与代数的基本研究对象数（数组）对应，建立图形（曲线）与方程的对应，从而把
几何与代数紧密结合起来，用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　　相比之下，用综合法解决问题时有其形象
直观、便于思考等好处，但是因为综合法要依赖于图形及其几何性质，因此，也有其不便之处：一是
对有些问题要分情况证明。例如证明“三角形三条高交于一点”这一问题，就需分直角三角形、锐角
三角形、钝角三角形三种情况证明，而解析法的证明由于字母可以代表各种情形的数，所以对直角三
角形、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三种情况可以统一处理而不必加以区分。其二是综合法需要很强的技
巧，缺乏规律性，尤其是在处理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时，关键往往是要添加辅助线才能证明。显然，
添加辅助线的思考难度是很大的，因题而异，技巧性强，没有普遍可用的方法。而解析法有固定的程
序和方法，具有普适性和一般性。其关键是建立恰当的坐标系，把几何元素用坐标表示，进而把几何
条件用坐标关系给出，经过代数运算，得到结果，再解释结果的几何意义。当然，解析法也有其不足
的地方，对于某些问题，虽然有思路可循，步骤清楚，但计算量大，比较烦琐，甚至得不到结果。　
　因此，要善于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在用解析法解决几何问题时，要善于利用几何中的结论；
在用综合法解决几何问题时，也可结合解析法处理，并有意识、有计划地安排相应的问题，要求学生
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比较利弊，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解析法的功
用，不仅是为几何问题的研究和问题解决提供了一种方法，而且是为研究自然现象提供了数学工具—
—通过方程来研究物体运动的轨迹曲线，为用微积分研究自然现象准备了条件，这是综合法与之无法
相比的。　　莫绍揆生动、形象地把综合法比作“乘公共汽车”，把解析法比作“乘地铁”，意指乘
公共汽车虽然慢一些，但是可以一览沿途的景致，地铁虽快，但完全看不到地面上沿途的景致，只有
等到达目的地后才能走上地面。　　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解析法的灵魂是数形结合，对此，已在
第五章中作了相关分析，不再赘述。　　9.3教学设计案例　　这里我们要给出的是一个立体几何的教
学设计案例。首先针对几何课程设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简要的分析，然后给出“直线与平面垂直的
判定”这一内容的教学设计。　　9.3.1几何课程教学设计应关注的问题　　关于几何课程的教学设计
，需要关注三个问题：一要注意几何直观与数学学习的关系，几何课程不仅仅是培养逻辑思维的良好
载体，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几何直观的思维方式渗透到数学的所有分支，对于数学学习起到基
础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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