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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內容緣起





(x+a)(x+b)=x2+(a+b)x+ab
兩個一次二項式相乘的積 一個二次三項式

整式乘法

反過來，得

x2+(a+b)x+ab=(x+a)(x+b)
一個二次三項式 兩個一次二項式相乘的積

因式分解

如果二次三項式x2+px+q中的常數項q能
分解成兩個因數a、b的積，而且一次項
係數p又恰好等於a+b，那麼x2+px+q就可
以進行如上的因式分解。



1.二次三項式x2+px+q可用以下公式進行因式分解：
x2+px+q=(x+a)(x+b)，

2.掌握方法：拆分常數項，驗證一次項.

3.符號規律：

當q>0時，a、b同號，且a、b的符號與p的符號相同；

當q<0時，a、b異號，且絕對值較大的因數與p的符號相同. 

其中q=ab，且a+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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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型 特 點

體現學生的學習活動是在

進行“命題學習”

課型特點及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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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發生式命題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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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命題 命題應用命題證明 形成命題體系

圖2 結果型命題教學模式

圖3 問題解決型命題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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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結構

• 引入——觀察——猜想——證明——归纳——應用



• 教學控制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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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揭示公式的來龍去脈，揭示其推
導、論證中所用的有代表性的數學
思想、思維方法和典型的數學技能
技巧

教 學 目 標

2.交代清楚公式、定理適應的範圍
及成立的特定條件，理解由某一條
件下所得出的必然結論

教學目的及教學要點



1.關鍵：公式、定理的推導證明的
全過程

2.準確掌握條件和結論，瞭解條件
的性質和作用，掌握公式變形的各
種形式，並能運用結論進行進一步
的計算和證明，解決實際問題

教 學 要 點

教學目的及教學要點



案例1、用公式法求解一元二次方程
教學設計

案 例 分 析

案例分析並改進方案



案 例 分 析

案例分析並改進方案

案例2：弦切角定理的教學設計方案：

（1）給出弦切角的定義

（2）展示弦切角性質定理

（3）舉例應用弦切角定理

（4）學生練習

（5）課堂小結

（6）佈置作業

弦切角定理教學改進方案：



• 進行教學設計時，應注意：

第一，有效選擇命題教學模式。

第二，認真分析證明思路，確定學生在理解證明時的難點，找出相應
突破難點的策略。

第三，充分揭示蘊含在數學證明中的數學思想方法。

第四，對一些重要的定理，宜採用多種不同的方法證明。

第五，形成命題體系。

注意事項及建議



思考的問題

教學內容

的組織

所講授的命題與哪些命題有關？它們之間存在
什麼數學抽象關係？

命題是採用什麼方式引入的？就該命題而言，
這種引入方式是否恰當？

命題證明的思路是否清晰？難點是否突破？

該命題是否宜用多種方法證明？

是否充分揭示了命題中的數學思想方法？

是否幫助學生形成命題體系？

• 建議：組織教學內容時思考以下問題：

注意事項及建議



實施課堂教學時，應注意：

注重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能力及抽象思維能力.

公式、法則等數學原理從文字到數式的互譯.

對公式、定理的記憶方法.

克服急功近利的“結論式” 的命題教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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