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析几何的学习离不开习题，习题是学生巩固

和应用所学知识的重要工具，也是提高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检验教学

效果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习题课的教学贯穿于解

析几何教学的始终，是解析几何教学中的重要环

节。解析几何的习题课主要是指以解答习题为主

的练习辅导课，是一种积极的思维活动和探索行为

的综合性落实，是训练思维、优化思维品质的好方

法。在解析几何的习题课教学中可以指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学习方法，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培养

其推理论证和应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从而达到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因此，解析

几何的习题课教学是必不可少的，习题课的教学效

果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所以，

如何做好解析几何的习题课教学是每一位解析几

何教师都应探究的问题。笔者根据教学经历，对如

何做好解析几何的习题课教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

观点，认为解析几何的习题课教学应遵循以下原

则：

1 习题选择要有针对性和代表性
在习题课的教学中习题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习题课不同于新授课，它作为课堂教学的组成部

分，以训练学生思维为主，因此要达到高效的训练

目标，教师在选择习题时，要针对教学目标及学生

的学习现状进行选择，切忌随意性和盲目性。在习

题的选择中要克服贪多、贪全，有时看着哪个题目

都不错，都想让学生做做，这样题量就大了，所以，

习题的选择一定要有代表性，既要注意到对知识点

的覆盖面，也要注意通过训练让学生掌握所学知

识，达到学习目标。

例如：学习完平面方程这一节以后，可以给出

以下题目，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1）求经过点(3,1，-2) 和 轴的平面方程。

（2）求通过点 M1(3,1，-1)和 M2(1,－1，0)且平行于

向量 的平面方程。

（3）平 面 ，在 轴 的

截距是 2，则 等于多少？

（4）已 知 点（5,4，-1）在 平 面 上 的 正 投 影 是

（-1,8，-3），求平面方程。

（5）设平面的法向量与向量 的方向相

同， 求该平面的方程。

以上 5 个题目涉及到了平面的点位式方程、点

法式方程、截距式方程、法式方程、一般方程的特殊

位置关系这些知识点，是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的题

目，因此学生通过以上 5 个题目的训练，更能深刻的

领会所学知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再如：学习完柱面这一节以后，在习题课中给

出以下练习：

（1）求曲线 ， 在 面上的射

影柱面方程和射影方程。

（2）设曲面 ，当 ， 时，

∑表示的图形是 ，当 ， 时，∑表示的图

形是 ，当 时，∑表示的图形是 。

（3）求准线为 ，母线平行于

的柱面方程。

（4）试求与两球面： 和

相切于一圆的柱面 方程。

（5）求准线为 ，母线方向向量为

的柱面的参数方程。

以上习题涉及到柱面的一般方程、柱面的射影

式方程、曲线的射影柱面方程和射影式方程这些知

识点，通过以上习题的训练，可以使学生掌握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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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知识。

2 坚持精讲多练的原则
在解析几何的习题课教学中要坚持精讲多练，

即教师精讲，学生多练。教师的讲，要切中要害，对

学生的思维要有启迪作用，不能拖泥带水、啰啰嗦

嗦。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注重提高

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发展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大部分解析几何教师都存在误

区，认为教师讲得多、讲得清、学生听懂了，课堂效

率就提高了，但学生的普遍反映是上课听懂了，做

作业却不会做。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习题课不是

简单的“学会”做题，而是重在教会学生“会学”。教

师在习题课教学中要给学生充足的空间，让学生成

为学习的主角，成为知识的主动探索者，使学生由

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者成为积极主动学习者。

例如：在空间两直线的位置关系这一节的习题

课教学中，选择了如下习题：设 和 分别是坐标

原点到点 和 的距离，证明当

时直线 通过原点。对于这样的题目，大部分解

析几何教师在习题课上都会把解题过程清晰的讲

解给学生，结果学生知道了这个题目的做法，但是

没有培养学生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

在习题讲解时要具有启发性，这是学生掌握所学知

识的先决条件。对于以上题目教师应先让学生分

析已知条件与未知条件之间的联系，这时学生就会

发现 可以看做向量 O M→和向量 O M→' 的数

量积，紧接着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向量 O M→和向量

O M→' 与所要证明的结论直线 通过原点有什么

关系，学生通过思考后得出结论：如果直线 通

过原点，那么向量 O M→和向量 O M→' 在一条直线上，

即向量 OM→和向量 OM→' 的夹角为 0°或 180°，从而

学生结合数量积的相关知识得到了以下解答过程：

证明：

∵OM→＝{a,b,c},OM→'={a',b',c'},|OM→|=d,|OM→'|=d'
又∵OM→·OM→'=|OM→|·|OM→'|cos∠(OM→·OM→')

即 aa'+bb'+cc'=dd'cos∠(OM→,OM→')

∵aa'+bb'+cc'=dd'
∴cos∠(OM→,OM→' )=1
即∠(OM→,OM→' )=0，结论得证。

从以上教学方式可看出，教师讲得不多，但具

有启发性，能抓住关键，突出重点，由浅入深，更多

的注重学生的自主探索，这样学生不仅理解了这个

题目的解题方法，而且掌握了分析问题的方法，从

而提高了学生的解题能力。

3 坚持典型性原则

坚持习题选择的典型性和讲解的典型性是解

析几何教师一直强调的问题，习题课不能简单的就

题论题，教师应充分挖掘习题的多重价值，把典型

题当做例题，作为学生思维训练的载体，以该题为

基点进行发散思维，把一道题变为一类题，把知识

结成链，让学生懂一点、通一面。

例如：用向量法证明几何问题是解析几何教学

中的重点和难点，教材中没有独立的章节来介绍这

个知识点，大部分解析几何教师都是按照教材的编

排顺序进行讲授，没有对用向量法证明几何问题这

个知识点进行系统的介绍，因此大部分学生一旦遇

到这类习题就觉得无从下手。为了使学生能熟练

的运用向量法证明几何问题，教师可以利用习题课

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补充和加强对学生的训练。用

向量法证明线共点是用向量法证明几何问题的一

个重要内容，在习题课上教师可以选择如下典型习题

进行讲解：证明四面体对边中点的连线交于一点且互

相平分。通过这个习题的讲解，带领学生一起总结出

证明这类问题的步骤是：（1）把每两条线段的交点做

出来，不妨假设为p1，p2⋯⋯，pn。要证明线共点，就只

需证明点p1，p2⋯⋯，pn重合。（2）在图形中取一点A,做

出向量 A p→1，A p→2⋯⋯，A p→ n 要证明点 p1,p2⋯⋯，pn

重 合 ，就 只 需 证 明 向 量 A p→ 1，A p→ 2⋯⋯，A p→n 重

合。（3）在图形中找出不共面的三向量 e→1，e→2，e→3，

然后用 e→1，e→2，e→3，把向量 A p→1，A p→2⋯⋯，A p→n 线

性表示出来。即命题得证。通过对这个典型习题

的讲解以后，学生已经初步掌握了如何用向量法证

明线共点问题，为了巩固学生对这类问题的理解，

教师接着给出以下习题：

（1） 用向量法证明三角形的三中线共点；

（2） 证明四面体每一个顶点与对面重心所连

的线段共点，且这点到顶点距离的是它到对面重心

距离的三倍。

学生通过对以上习题的训练，加深了对用向量

法证明线共点问题的理解，并对向量法有了一定的

认识，避免了学生一旦遇到用向量法证题的题目就

害怕的情绪，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 坚持开放性原则
习题课不但要注重典型性，更要注重开放性。

运用变式教学，把研究的基本问题适当地向纵向和

横向拓展，挖掘问题的潜在功效。鼓励学生对问题

进行等价转化，广泛联想、思路拓宽。用多变的教

学方式提升思维的灵活度和应变力。在习题课教

学中尽量让学生去多思考，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

d d′
),,( cbaM ),,( cbaM ′′′′ ddccbbaa ′=′+′+′

MM ′

ccbbaa ′+′+′

MM ′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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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观察、联想，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让学生参与解

决问题的全过程，成为问题的探索者。通过一题多

解、一题多变、纵向延伸、横向拓展等方法变换习

题，达到训练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

例如：学习完向量的加减法运算后，给出以下

习题：对于任何两个向量 a→和 b→，用不等号连接以

下式子| a→+ b→| | a→|+| b→|。学生通过思考和教师

的讲解后得出答案：| a→+ b→|≤| a→|+| b→|。

接着教师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等价转化，思考

能否得到类似结论，学生得到了以下结论：

|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为了进一步拓宽学生的思维教师给出以下习题：要

使下列各式成立，向量 a→，b→应满足什么条件？

（1）| a→+ b→|=| a→- b→|；（2）| a→+ b→|=| a→|+| b→|；

（3）| a→+ b→|=| a→|-| b→|；（4）| a→- b→|=| a→|+| b→|

（5）| a→- b→|=| a→|-| b→|;（6）| a→+ b→|⊥| a→- b→|

（7）λ| a→+ b→|=μ| a→- b→|，其中λ2+μ2≠0；

（8）向量 a→+ b→平分 a→与 b→正向所形成的正角

最小。

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转化，不仅培养了学生的

变式思维，而且培养了学生从多角度、多方位来解

决问题，深刻理解知识的本质。

再如：已知圆柱面的轴为 ，

点（1,2，-1）在此圆柱面上，求这个圆柱面的方程。

学生做这种类型的题目，基本上采用的都是求柱面

的基本方法，即：（1）先求这个圆柱面的准线方程；

（2）在准线上任意取一点，并求出过这个点的母线

方程；（3）消去参数后最终得到的就是所求柱面方

程。学生用这种常用方法解完题目后，教师应进一

步启发学生，由于圆柱面是特殊的柱面，那么有没

有特殊、简便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题目呢，学生经过

讨论后发现圆柱面上任意一点到轴的距离都是相

等的，于是用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求出了圆柱面的

方程。通过以上一题多解的训练，培养了学生灵活

应用知识的能力，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更透

彻，更全面。

总之，解析几何的习题课教学是补救教学的有

效措施之一，因此教师应精心研究习题课的教学方

法，使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习题课教学中得到提高，这样才能使解析几何的教

学效果得到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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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Exercise Teaching of Analytic Geometry

WANG Yu-hua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Lincang Teachers’College, Lincang, Yunnan 677000)

Abstract: Exercise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eaching of analytic geometry. The effect of exercise

teaching is related to the ability of students to absorb and apply the knowledge. Thus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study it

meticulously.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ideas on how to conduct exercise teaching of analytic geometry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pertinence and representativeness of the choice of exercises, the principle of simplification and

more practice, the principle of typical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openness.

Key words: analytic geometry; exercises; teaching;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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