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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训练教学法是相对于传统的“

理论分析
、

阐述
、

归纳法
”
而提 出的一种新的教学法

方 法
。

它是读
、

讲
、

用
、

行的有机结合 ; 课堂教 学与课外实践的有机结合
;传授知识 与能力培养的有

机结合
。

通过对学生思维能力
、

解决问题能力
、

语言表达能力
、

写作能力的训练
,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

求知欲
、

创造欲
,

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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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 目的的手段
,

它主要解决

的是如何教和如何学的问题
。

训练教学法是以学生

为主体
,

老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
,

是读
、

讲
、

用
、

行

的有机结合
。 “

读
”

即教师指导学生读课文
、

课外参考

书
、

辅导书
。 “

讲
”

即课堂上老师讲重点
,

讲难点
,

举一

反三
,

触类旁通
,

不满堂灌
,

留出一定时间给学生思

考和讨论
。 “

用
”

就是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

包括

完成作业
,

分析
、

解决生活中
、

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
。

“

行
”

就是参加课外活动
,

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

通过阅

读参考书
,

主动获取教材之外的知识
。

将质疑
、

分析
、

思考
、

讨论
、

推理贯穿于教学之 中
,

以训练学生的逻

辑思维能力
、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

语言表达能

力和写作能力
。

通过老师的引导
、

引伸
、

扩展
,

培养学

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

使课堂教学在学生的积极活

动中进行
,

从而达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求知欲
、

创造欲
、

充分发挥学生的自我效能
。

根据知识内容的纵横关系和教学 目的教学要求

的不同及各门学科的特点
,

训练教学法可分为
:

引导

型
、

归纳型
、

分析对比型
、

实验论证型等多种类型
。

本

文就引导型
、

归纳型在数学教学中的运用进行探讨
。

1 引导型训练教学

这种方法的教学过程是通过教师精心设计课题

或提出问题
,

在教师引导下
,

学生开展阅读
、

思考
、

讨

论
,

层层深人
,

最终学生 自己获取知识
,

它适 用新课

的教学
。

例如
:

余式定理与因式定理的教学过程
)

1
.

1 教师提出课题

通过复数的学习
,

我们解决了一元二次方程和

二项方程在复数集 C中的求根 问题及二次三次式在

复数集内分解成两个一次因式的问题
,

但一个一元
n

次多项式 f( x) 能否分解成多个一次因式的乘积
。

1
.

2 教师设置问题
,

通过问题层层深人
,

引导学生

解答课题
。

( l) 教师提出问题

问题 1 : 已知 f ( x ) = 2 x
5一 s x + l

①求 f ( 2 )

②用综合除法求 f(
x )除以 (x 一2) 所得的余数

。

你通过这个题 目的演算得到什么启示?( 两人讨

论
,

将得出的结论写在本子上 )
。

问题 2 :

设 f ( x ) = x 6一 1x0
5 + 18 x

4一 ZOx 3 + 3Ox
Z+ 15 x + 8

,

求 f( 8) 有几种方法 ? 那种方法简便 ? 为什么 ? 通过本

题的计算
,

你有什么新发现
。

( 2 )问题探讨
:

指导学生看书
。

论证发现是否正确 ? 由此得到

什么结论 ? 抽学生回答 ? 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
,

老师

进行点评
。

教师板书
:

定理卜余式定理
:

多项 式 f ( x) 除以

(x 一 b )所得的余数等于 f ( b )
。

定理 2
、

因式定理
:

多项式 f ( x) 有 一 次因式 ( x 一 1
、
)

的充要条件是 f ( b )= O

( 3) 问题 3
:

由因式定理可知
,

多项式 f ( x) 当 f ( b)

= 0时
, x 一 b必为 f ( x) 的一个因式

。

但一 元 n
次多项式 f

(x )能否分解为
n
个一次因式 ? 什么情况下有一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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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有多少个 ? 怎样求出它的一次因式 ?

( 4)问题讨论

指导学生读书
,

展开讨论
,

并得 出结论
。

板书 :
定理 3

:

复系数一元
n次多项式 f ( x) 在复数

集 C中有且仅有
n
个一次因式 ( x 一 x i

)
,

I=l
、

2
、

3
、

…
、 n ,

求出它的一次因式没有一般方法
。

定理4
:

整系数一元
n
次多项式有因式

x 一 q巾 ( .)I q

是互质的整数 )
,

则 p一定是首项系数 an 的约数
、

q一

定是常数项 鞠的约数
。

1
.

3 知识运用

通过以上四个定理 的学习
,

你能快速解答下列

问题吗 ?

①m 为何值 时
,

多项式 f ( x ) = x s一7 x4 + l l x 3一
x9

2 +

1x9
+ m能被 ( x 一 5 )整除

。

②把多项式 护+ x8 4 x5
一5 0分解 因式

; ,

③把多项式 Z x , + 3 x
4一 1 5x ,一 2 x6

2一 2 7 x 一 9在复数集

C中分解因式
。

(教师指导学生做
,

纠正出现 的间

题
。

)

1
.

4 知识引伸
。

通过 以上讨论
,

你能掌握整系数一

元
n
次多项式 f ( x) 的因式分解 了吗 ? 你能设想一元高

次方程的解法吗 ? (为下一次课设问 )
。

可见 : 引导型训练教学是教师提出课题
。

通过引

导学生阅读教材 (资料 )
、

运算
、

探讨研究
,

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获得知识和规律
,

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

从

解决问题中引伸 出新的课题
。

训练学生的自学能力
、

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的能力
,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

创

造欲
,

培养创造性思维
。

2 归纳型训练教学

这种方法通过学生对 旧知识的概括
、

归纳
、

总

结
、

使知识系统化
、

条理化
。

加深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

训练学生的归纳总结能力
、

运算能力
。

适用于复习课

的教学
。

例如
:

倍角三角函数的教学

2
.

1 提出课题

倍角三角 函数是学习高等数学必备 的基础知

识
。

请同学们系统归纳复习
。

要求掌握公式的推导

过程
、

公式的特点
、

公式之间的关系
,

并灵活运用公

式解题
。

.2 2 学生阅读教材
,

查阅资料
。

分析归纳 自己写出

总结
。

.2 3 通过复习
,

抽学生回答下列问题
。

(教师评价
、

谈 自己的看法 )

( l) 二倍角的余弦公式有三种表达形式
,

各有什

么用途 ?

( 2) 二倍角的正弦公式和它的变形公式有什么

特点 ?

( 3) 通过二倍角公式的推导
,

你能推出三角中的

平方差公式吗 ? 学生通过复习
、

归纳总结
,

很容易得

出如下结论
。

二倍角余弦公式
:

①把一个角的余弦化成它的半角的正弦或余弦
c o s Z以 = Z c o s效一 l = l一 Z s i n板

②升幂作用
:
l + e o s Z a = Z e o s奴 1一 e o s Z。 二Z s i n

Z a

③降次作用
: e o s版 = ( l + e o s Za ) / 2 s i n aZ = ( 1

-

e o s Z仪 ) / 2

二倍角正弦公式
:

①反用时具有连续使用的特点

②变形公式
: e o s a 二 s i n Z a / Z s i n “

三角 中的平方 差公式
: s i n (a + p )

s i n (。 一 p ) =

s i n奴一 s i n Z

p

在△ A B C中
: 。 i n ZA一 s i n

Z
B 二 s i n C s i n ( A一 B )

s i n Z
B一 s i n ZC= s i n A s i n ( B 一C )

s i n ZC一 s inZ A = s i n B s i n ( C
一A )

进一步推 出
: s i n (。

+
日)

+ s i n (。 一 p )
= Z s in a e o s

p
s i n (。 + p )

一 s i n ( 。 一 p )
= Z e o s o s i n p

s i n (。 + p ) / e o s ( a 一p )
= t笋+ t g p / ( t笋

一 t g p )

.2 4 知识应用

( l )求值
: C o s二 / 5 c/

0 5 2二 / 5 (两种方法 )

( 2 )化简
: s i n气+ s i n Z ( x 一下 / 3 ) + s i n Z

(
x + 叮 / 3 )

,

通过

本题的计算
,

你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

e o s ( Z x 一 2二 / 3 ) + e o s xZ + e o s ( Zx + 2二/ 3 )二 ?

( 3 ) 速算
C o s ZO

o 一 e o s 4 0
o 一 e o s 80

o 二 ? 。 0 5 10
0一

e o s 5 0
o 一 e o s 7 0

o二?

s i n 2 0
o
+ s i n 4 0

o 一 s i n 80
o 二 ?

(4 ) 运用最简便方法求
: s i n Zo

o e o s 7 0
0 + e o s s o

o

e o s l o
o

的值
。

在教师指导下
,

学生很快应用知识解 出以上题

目
。

可见
:

归纳型训练教学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归纳

总结
,

并运用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

从而达到培

养学生的归纳能力
,

训练学生解题的能力和技巧
。

即

巩固了旧知识
,

又使知识的处延得到扩展
。

在数学教

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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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教学 中采用训练教学法是可行的
。

训练

教学过程是师生之间信息的交流
、

反馈的过程
,

是师

生共同活动的过程
。

在知
、

情
、

意
、

行交融的情况下进

行教与学
。

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

导作用
。

学生学习主动
、

学习兴趣高
、

学习成绩普遍

提高
。

学生思维活跃
,

学会观察问题
、

分析问题
,

探讨

解决 问题的科学方法
。

培养了学生的各种能力
,

鼓励

学生积极思考
,

勇于创新
,

这正是教学改革的 目的所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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