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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数学知识建构的
高中数学有效教学

———以苏教版“棱柱、棱锥和棱台”教学为例

夏 玫

江苏省南通中学 226001

［摘 要］ 有效教学是高中数学教学的永恒主题. 指向学生数学知识建构的有效教学视角下，苏教版“棱柱、棱

锥和棱台”中，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的培养，需要提升学生的立体几何学习能力，以顺

利地实现问题解决，而这些都离不开具体的知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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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的 有 效 性 是 高 中 数 学 教 师 永

恒 的 追 求 . 所 谓 数 学 课 堂 教 学 的 有 效

性，是 指 通 过 数 学 课 堂 教 学 活 动 ，使 学

生 在 数 学 学 习 上 有 提 高 、有 进 步 、有 收

获. 它既关注学生的当前发展，又关注学

生的未来发展 ［1］. 无论是课程改革中提

出的三维目标，还是当下核心素养理 念

所提出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都离不

开具体的知识建构. 讲授式背景下的知

识建构，学生常常处于被动的状态，而没

有了自主性作为支撑，知识建构过程总

显得有些基础不稳；探究式教学中学生

的自主性得到充分释放，但缺乏了教师

的指导，知识建构过程总显得有些不够

牢靠 . 因 此 从 这 一 实 际 情 形 来 说，高 中

数学教学中的知识建构，还应当追求学

生自主与教师指导之间的最佳结合. 文

章以苏教版“棱柱、棱锥和棱台”的教学

为例，浅谈笔者的相关观点.

襛 面向学生空间能力培养的

知识建构

立 体 几 何 的 学 习 离 不 开 学 生 空 间

想象能力的支撑，而多年的教学教研经

验表明，相当一部分高中生在空间想象

能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此在棱

柱、棱 锥 和 棱 台 的 教 学 中 ，要 想 实 现 有

效教学，首先得让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

与棱柱、棱锥和棱台的知识建构形成相

互促进的关系. 而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

途径，在问题情境的创设与运用.

在实际教学的时候，教师可以先向

学生呈现这样几个图形（如图1）：

这 几 个 图 形 呈 现 给 学 生 的 目 的 在

于，让 他 们 通 过 空 间 想 象 ，去 思 考 这 些

几何体分别具有什么样的平面图形. 而

学生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进行空间想

象. 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这里的空间想

象能力的培养可以分成两个步骤：第一

步，结 合 上 面 呈 现 的 图 形 ，面 向 所 有 学

生提出上面的问题. 由于不同学生的空

间想象能力不同，所以他 们在面对这个

问 题 的 时 候，常 常 可 以 分 为 两 类 ：一 类

是 能 够 顺 利 地 通 过 自 身 的 空 间 想 象 去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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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出问题；而另一类则确有困难. 面向

空间想象能力不够的学生，此处的教学

可以进入第二步，即通过实物展示，也就

是说向学生呈现一些具体的立体物体，

比如说一个纸盒，或者一个圆筒. 就是一

边向学生展示，一边在不同的面上标上

序号，这样学生就可以发现一个长方体

或正方体具有六个面，而一个圆柱体是

由 一 个 侧 面（长方形或正方形）和 两 个

底面（圆形）组成. 此处也可以借助于现

代教学手段，用动画片向学生呈现出一

个 立 体 变 成 若 干 个 平 面 的 过 程 或 逆 过

程. 通过这些形象的手段，以及问题的驱

动，学生往往可以在大脑中通过空间想

象构思出“体”与“面”的关系，这就是一

个空间想象能力培养的过程.

在上述基础上，教师结合不同“体”

的特征，并从“棱”与“面的形状”两个角

度进行描述，直接让学生建立棱柱、棱锥

和棱台的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可以

通过多个例子呈现（包括正例与反例），

让 学 生 通 过 分 析 与 综 合 的 方 法 去 深 化

概念的理解，而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空 间

想象能力培养的过程［2］.

襛 面向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

知识建构

在棱柱、棱锥和棱台的概念建立以

及相关的性质得出以后，一个重要的任

务 就 是 利 用 这 些 知 识 进 行 问 题 的 解 决 .

经验告诉我们，在立体几何学习中时常

会 遇 到 用 给 定 的 平 面 多 边 形 剪 拼 多 面

体表面的问题，即将图形裁剪成有限个

部分，然后将它们根据需要拼接成新的

图形（剪拼前后图形的面积不变）. 由于

这类问题具有开放性，常使一些习惯于

按套路解决问题的学生无所适从，总感

到即使剪拼成功也是“妙 手偶得”，一旦

问题稍作改变，仍旧一筹莫展［3］.

学生出现这些困难，实际上就是问

题解决能力还有很大的培养空间. 在面

向 学 生 问 题 解 决 能 力 培 养 的 知 识 建 构

过 程 中 ，有 一 个 基 本 的 认 识 就 是 ，问 题

解决的过程，实际上并不是学生利用已

经成熟的知识去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两

个过程严格来讲，没有明确的先后关系，

更多的时候是相互促进.

比 如 ，在 学 习 棱 锥 之 后 ，教 师 可 以

面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给你六根

火柴棒，你能搭出几个等边三角形？

这是一个面向棱锥概念的问题，学

生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利用到问题解

决的认知心理. 严格来说，这个过程当中

只有一个关键，那就是学生的思维必须

由二维空间走向三维空间. 笔者多次实

践都证明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不是说学

生学了立体几何之后，就能 够有相应的

立体空间意识. 好多学生在面对上面一

个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仍然是在 平面

内去搭建. 当然，也许部分同学的空间想

象能力足够强，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能够立即想到三棱锥. 但是由于在实际

操作的时候，凭两只手是无法搭建出三

棱锥的，因此他们只能通过语言描述. 而

在这些同学描述的时候，在其他同学根

据 这 个 描 述 在 大 脑 当 中 构 建 空 间 表 象

的时候，就是一个空间想象与问题解决

同时发生的过程.

这个过程在本节课当中，是学生的

一个高峰体验. 不同的学生需要基于空

间想象进行不同的学习过程：讲述的同

学会努力地将自己的表象转换成语言，

而听讲的同学则相反. 但不管过程如何，

他们都是在进行问题解决，也都是在进

行知识建构. 这样的过程无疑是有效教

学，学 生 的 空 间 想 象 能 力 、数 学 语 言 运

用能力、问题解决能力都会得到培养.

襛 面向学生学习能力提升的

知识建构

棱柱、棱锥和棱台是高中立体几何

中的重要知识（同时也是一个基础知识），

本知识的教学需要有两个层面的理解：

一个是具体知识的建构；另一个是学习

能力的提升.

当 学 生 的 思 维 由 二 维 空 间 走 向 三

维空间之后，意味着学生的思维加工对

象由“面”转换成了“体”，学生需要面对

大 脑 中 原 有 的 表 象 “失 真 ”的 情 形———

因为立体的图像还是要画 在平面上，有

些看似不是直角的角其实正是直角，看

似不是正方形的图形恰恰正是正 方形，

这 对 于 学 生 来 说 就 是 一 个 认 知 递 进 的

过 程，伴 随 着 这 样 的 过 程 ，学 生 的 立 体

几何 学 习 能 力 会 得 到 提 升 . 在 棱 柱、棱

锥和棱台知识教学中，棱与柱、锥、台是

四个最基本的概 念，将这些概念进行解

构与建构，对于学生的立体几何学习能

力 提 升 来 说 ，非 常 必 要 . 笔 者 在 教 学

中 ，常 常 结 合 立 体 实 物 模 型 、3D动 画

等，帮 学 生 强 化 这 些 基 本 概 念 ，以 培 元

固本.

实 践 表 明 ，在 棱 柱 、棱 锥 和 棱 台 的

教学中，只要教师能够真正做到这些，一

方面可以帮学生积累立体经验，形成所

谓的“经验几何”；另一方面还可以帮学

生形成空间立体意识，培 养空间想象能

力，进而在学习能力的支撑之下应该进

行问题解决. 面向学生知识建构的有效

教学的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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