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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概念教学探索
———从“棱柱、棱锥、棱台”教学展开的思考

山东济南市章丘区第五中学（２５０２００）　崔金花

［摘　要］数学概念是客观事物中数与形的本质属性的反映，是数学定理和法则推导及演绎的基础，是形成数学能力及数学思

维的前提．因此，概念教学是高中数学教学的核心内容，应该受到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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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数学新课标指出，数 学 概 念 教 学 应 该 做 到 返 璞

归真，揭 示 数 学 概 念 的 形 成 过 程，让 学 生 从 概 念 的 现 实

原形、概念的抽象过程、数学 思 想 的 主 导 作 用、形 式 表 述

和符号化的运用等多方面理 解 一 个 数 学 概 念．本 文 结 合

“棱柱、棱锥、棱台”的教学 案 例，针 对 高 中 数 学 概 念 教 学

展开探索与思考．
一、通过课前预习，鼓励学生自学

传统概念教 学 中，教 师 往 往 占 据 主 导 地 位，通 过 概

念的朗读、解 释 与 推 导 对 概 念 的 内 涵 与 外 延 进 行 阐 述．
而这种教学方式往往将学生变 成 了“提 线 木 偶”，只 会 按

照教师的指导进行被动听讲 和 死 记 硬 背．为 了 改 变 这 一

状况，构建“先 学 后 教”的 教 学 模 式，教 师 应 鼓 励 学 生 进

行课 前 预 习，从 而 使 学 生 在 自 主 阅 读、独 立 思 考 与 查 阅

资料的过程中主动体验概 念 形 成 的 过 程．如 在“棱 柱、棱

锥、棱台”的 概 念 预 习 环 节，教 师 要 求 学 生 阅 读 教 材，掌

握棱柱、棱锥和棱台的概念，并 尝 试 运 用 学 过 的 知 识，总

结棱柱、棱锥和棱台的几何 特 征．通 过 预 习 的 方 式，帮 助

学生建立新旧知识的链接，使 学 生 通 过 自 己 的 思 考 发 现

不同模块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通过综合导入，引发学生思考

好的导入是教学成功 的 一 半．因 此，在 概 念 教 学 中，
教师应根据 具 体 的 教 学 内 容，利 用 情 境、游 戏、问 题、故

事、音乐等多种方式，增加概 念 导 入 的 趣 味 性、启 发 性 和

引导性，为概念教学奠定基础．
例如，在“棱柱、棱锥和棱 台”的 教 学 中，笔 者 综 合 了

多种导入方式，进行了如下教学设计．
首先，趣味游戏．虽然学 生 还 没 有 具 体 学 习 棱 柱、棱

锥和棱台的概念和性质，但是 通 过 以 往 的 学 习 经 验 和 生

活经验，已经掌握了三者的 形 状．于 是 教 师 采 用“分 组 打

擂”的课堂游戏，让学生以抢 答 的 方 式 说 出 生 活 中 棱 柱、
棱锥和棱台形状的物品，单位 时 间 内 说 出 最 多 的 小 组 获

胜．
其次，动手操作．让学生 结 合 预 习 和 游 戏 提 示，凭 着

自己 的 想 象 和 记 忆，尝 试 用 白 纸 分 别 制 作 出 棱 柱、棱 锥

和棱台的模型．
最后，影像展 示．让 学 生 按 照 大 屏 幕 上 平 面 图 形 的

旋转与平 移 方 式，将 自 己 手 中 制 作 棱 柱 的 纸 展 开 再 折

叠，体 会 棱 柱 的 平 面 图 形 及 立 体 结 构 之 间 的 关 系，并 鼓

励学 生 按 照 棱 柱 的 影 像 展 示，再 次 制 作 棱 锥 和 棱 柱，体

会棱柱、棱锥和棱台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通过综合导 入 的 方 式，达 到 三 个 教 学 目 的：一 是 通

过趣 味 游 戏 和 动 手 实 践，将 棱 柱、棱 锥 和 棱 台 的 概 念 具

体化和直观化，降低教学难 度，增 加 教 学 趣 味 性；二 是 观

察影 像 和 棱 锥 还 原，帮 助 学 生 构 建 空 间 概 念，实 现 棱 锥

由平 面 到 立 体，再 到 平 面 的 转 换；三 是 通 过 棱 柱 和 棱 台

的再 操 作，帮 助 学 生 发 现 棱 柱、棱 锥 和 棱 台 三 者 之 间 的

内在联系，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空间想象．
三、通过连环提问启发数学思维

高中生已经具备了一定 的 数 学 思 维 能 力，那 么 教 师

就应该将 思 考 和 探 究 的 机 会 留 给 学 生，以 启 发 代 替 讲

授、以提问代替回答、以思考 代 替 记 忆，使 学 生 的 逻 辑 思

维能 力 得 到 进 一 步 的 发 展 与 锻 炼．在 本 章 教 学 中，笔 者

通过连环提问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问题１：请观察我们制作好的棱柱体，跟之前所学过

的其他几何体相比，它有什么特点？

在此过程中，教 师 根 据 学 生 的 回 答 情 况，尝 试 引 导

学生从点、角、线、面等角度分 析 棱 柱 与 其 他 几 何 体 的 区

别，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问题２：请观察棱柱、棱锥、棱台三个几何体，它们三

个之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学生在问题１的启发下，利 用 已 有 的 知 识 和 经 验 解

决未知的数学问题，锻炼了逻辑推理能力．
问题３：请根据 课 本 上 给 出 的 概 念，运 用 几 何 画 板，

通过点、线、面的移动与 旋 转，描 述 棱 柱、棱 锥、棱 台 的 形

成过程．
学生通过问题１和２，对于棱柱、棱锥和棱台的基本

概念 和 性 质 已 经 有 了 初 步 的 理 解．在 此 基 础 上，通 过 绘

画过程，将零散而抽象的知识 通 过 具 体 而 集 中 的 图 形 表

达出来，锻炼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
问题４：请对棱 柱、棱 锥 和 棱 台 的 概 念、特 点 及 性 质

加以总结．
通过前三个 问 题 的 逐 步 引 导，学 生 已 经 针 对 棱 柱、

棱锥和棱台的 概 念、特 点 及 性 质 的 相 关 知 识 点“逐 个 击

破”．而通过最后一个问题，教 师 再 帮 助 学 生 将 这 些 散 乱

的知 识 点 串 联 起 来，形 成 完 整 而 科 学 的 概 念，在 锻 炼 学

生数学思维的同时，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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