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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概念的教学一般都要经历概念的形成、概念的表述、概念的辨析、概念的应用等阶段。

在数学概念的教学中，很多教师往往不注重概念的形成过程，只重视概念的运用，忽视了知识的

产生与形成阶段，强行地将一些新的数学概念灌输给学生，没有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将严重影响

学生形成正确的数学观，阻碍学生的能力提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教师的教学

观念比较陈旧，在教学中不重视学生的思维活动，不能使学生的认知过程成为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另一方面是许多教师不知如何创设数学概念形成的情景，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开展探索活动。在

数学概念教学中，如何设计有效的问题情景，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使学生经历观察、

分析、类比、猜想、归纳、推理、抽象、概括等思维活动，探究规律，得出新的数学概念。从而

使学生体验到数学概念的形成过程，提高他们对数学的认识水平，掌握数学思想方法，培养数学

能力，这是数学概念教学要研究的首要问题。 

数学概念有些是从生产、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有些是由数学自身的发展而产生的，许多数学

概念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根据数学概念产生的方式及数学思维的一般方法，结合学生的认

知特点，可以用下列几种方法来创设数学概念形成的情景。 

（一）回顾已有相似概念，创设类比发现的情景 

中学数学中有许多概念具有相似的属性，对于这些概念的教学，教师可先引导学生研究已学

过的概念属性，然后创设类比发现的问题情景，引导学生去发现，尝试给新概念下定义，这样新

的概念容易在原有的认知结构中得以同化与构建。 

例 1 异面直线的距离的教学 

（1）展示概念背景：向学生指出：刻划两条异面直线相对位置的一个几何量----异面直线

所成的角，这只能反映两异面直线的倾斜程度，若要刻划其远近程度，需要用另一个量----异面

直线之间的距离。 

（2）创设类比发现的情景：先引导学生回顾一下过去学过的有关距离的概念（点与点间的

距离、点到直线的距离、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并概括出它们的共同点：各种距离概念都归结为

点与点间的距离；每种距离都是确定的而且是最小的。 

（3）启迪发现阶段：指出定义两异面直线的距离也必须遵循上述原则，然后引导学生讨论：

异面直线 a、b上哪两点之间的距离最小？为什么？ 



进一步诱导：如下图，过直线 a 上一点 B作 AB⊥直线 b，垂足为点 A，则线段 AB的长为异面

直线 a，b 间的距离，对吗?因为过 A作 AC⊥直线 a，垂足为 C，在 RTΔ ABC 中有 AB>AC，即 AB不

具有最小性。再过 C作 CD⊥直线 b，如此下去…，线段只垂直于 a、b中的一条时，总是某直角

三角形的斜边，不可能是 a、b上任两点间距离的最小者，那么，异面直线 a、b上任两点间距离

的最小值到底应该是哪条线段的长呢？学生会发现：可能是与异面直线 a、b都垂直相交的线段。 

 

（4）表述论证阶段：最后引导学生发现：异面直线 a、b的公垂线段 MN 的长度具有最小性，

又公垂线是唯一的，所以，可以把线段 MN 定义为异面直线 a，b之间的距离。 

以上通过引导学生研究已有“距离”概念的本质特点，以类比方法获得异面直线距离的概念，

学生觉得这一概念是已有距离概念的一种自然发展，不感到奇怪。这样的概念还有很多，如复数

的模与实数的绝对值类比、二次方程与一次方程的类比、空间的二面角与平面角类比等等。当然

要注意类比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正确，应引导学生修正错误的类比设想，直到得出正确结果。 

（二）由已有相关概念的比较，创设归纳发现的情景 

有些数学概念是已有概念的扩充，若能揭示概念的扩充规律，便可以水到渠成地引入新概念。 

例 2 复数概念的教学 

先回顾已经历过的几次数集扩充的事实： 

正整数→自然数→非负有理数→有理数→实数，然后教师提出以下问题: 

（1）上述数集扩充的原因及其规律如何？ 

实际问题的需要使得在已有的数集内有些运算无法进行，数集的扩充过程体现了如下规律： 

①每次扩充都增加规定了新元素； 

②在原数集内成立的运算规律，在数集扩充后的更大范围内仍然成立； 

③扩充后的新数集里能解决原数集不能解决的问题。 

有了上述准备后，教师提出问题：负数不能开平方的事实说明实数集不够完善，因而提出将

实数集扩充为一个更为完整的数集的必要性。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2）借鉴上述规律，为了扩充实数集，引入新元素 i，并作出两条规定。（略） 

这样学生对 i 的引入不会感到疑惑，对复数集概念的建立也不会觉得突然，使学生的思维很

自然地步入知识发生和形成的轨道中，为概念的理解和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这类数学概念形成的问题情景创设的关键是揭示出相关概念的扩充发展的背景及其规律，从

而引发新的数学概念的产生。 



（三）联想相关数学概念，创设引发猜想的情景 

许多数学概念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教师若能将新旧概念间的联系点设计成问题情景，引导

学生建立起新旧概念间的联系，便可以使学生牢固地掌握新的概念。 

例 3 异面直线所成角的概念教学 

（1）展示概念背景：教师与学生一起以熟悉的正方体为例，请学生观察图中有几对异面直

线？接着提问：从位置关系看，同为异面直线，但它们的相对位置，是否就没有区别？教师紧接

着说：既然有区别，说明仅用“异面”来描述异面直线间的相对位置显然是不够的。在生产实际

与数学问题中，有时还需要进一步精确化，这就提出了一个新任务：怎样刻划异面直线间的这种

相对位置？ 

(2)情境设计阶段：我们知道平面几何中用“距离”来刻划两平行直线间的相对位置，用“角”

来刻划两相交直线间的相对位置，那么用什么来刻划两异面直线的相对位置呢？我们还知道两异

面直线不相交，但它们又确实存在倾斜程度不同，这就需要我们找到一个角，用它的大小来度量

异面直线的相对倾斜程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一道题：一张纸上画有两条能相交的直

线ａ、ｂ（但交点在纸外）．现给你一副三角板和量角器，限定不许拼接纸片，不许延长纸上的

线段，问如何能量出ａ、ｂ所成的角的大小？ 

(3)猜想发现阶段：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是过一点分别作 a，b 的平行线，该方法能否迁移到

两异面直线的倾斜程度呢？经学生研讨后能粗略地得出异面直线的倾斜程度可转化为平面内两

条相交直线的角。 

(4)表述论证阶段：教师提问，这角一定可以作出来吗？角的大小与作法有什么关系？（以

上即是存在性和确定性问题）通过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得到：两异面直线所成角的范围规定在（0，

内，那么它的大小，由异面直线本身决定，而与点 O（一线的平行线与另一线的平行线的交

点）的选取无关，点 O可任选．一般总是将点Ｏ选在特殊位置．至此，两异面直线所成角的概念

完全建立了，在这个过程中渗透了把空间问题转化为平面问题这一化归的数学思想方法。 

这类数学概念形成的问题情景创设一定要抓住新、旧数学概念间的本质属性，为新概念的产

生创设适当的固着点，使其孕育新的数学概念的形成。 

（四）通过学生实验，创设观察、发现的情景 

有些数学概念可以通过引导学生从自己的亲自实验或通过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演示及自己操

作（如几何画板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去领悟数学概念的形成，让学生在动手操作、探索反思中掌

握数学概念。 

例 4 椭圆概念的教学 

可分下列几个步骤进行：（1）实验获得感性认识（要求学生用事先准备的两个小图钉和一

长度为定长的细线，将细线的两端固定，用铅笔把细线拉紧，使笔尖在纸上慢慢移动，画得图形



为椭圆）（2）提出问题，思考讨论。椭圆上的点有何特征？当细线的长等于两定点之间的距离

时，其轨迹是什么？当细线的长小于两定点之间的距离时，其轨迹是什么？你能给椭圆下一个定

义吗？（3）揭示本质，给出定义。象这样，学生经历了实验、讨论后，对椭圆的定义的实质会

掌握得很好，不会出现忽略椭圆定义中的定长应大于两定点之间的距离的错误。 

这类数学概念的形成一定要学生动手操作实验，仔细观察，并能根据需要适当变换角度来抓

住问题的特征以解决问题。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力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除了真实的实验外，

还可以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设计一些仿真实验，实验的设计不能只是作为教师来演示的一种工

具，而是要能由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思路进行动手操作的学具，让学生通过实际操作学会观察、

学会发现！ 

以上列举的几种方法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有些数学概念的产生与形成过程需要综

合运用多种方法才能创设出利于学生发现的问题情景。这种不断实验、观察、进而得到发现的方

法要让学生通过学习逐步掌握。学生掌握这些方法将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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