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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论述 了在数学教学中
,

每门课止下的纵 向联系以及数学各分支之间的横向联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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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数学教学中的纵向联系

数学上经常碰到这样的向题
:

一些定理或习题就当时所学知识解决起来
,

比较困难或者解

决方法比较繁琐
,

但如果在学了后面更深的知识以后
,

再来解决这些间题
,

能得到很多简捷的

方法
。

用旧知识解决新何题
,

同时也要注意用新知识解决以前学过的旧间题
,

让学生掌握数学

上
、

下的一致性
、

整体性
,

扩大思路
,

体会到数学这门课的系统性
、

连贯性
,

即应加强数学教学中

的纵向联系
。

真正掌握数学工具
。

下面举一例说明
:

例 1 “

定坦 设 A , 义 : ,
B : x m 为矩阵

,

证明
:

秩 ( A B )成m i n {秩 A
,

秩 B }
” 。

在教材上
,

此定理多采用矩阵乘法法则
,

得到矩阵 A B 的行向量组 可经矩阵 B 的行向量

组线性表示
,

再推出 R ( A B )蕊 R ( B )
,

利用向量组与秩的关系
,

证出定理
。

当我们学了线性方程

组基础解系的知识后
,

可用下法解决
。

定理证明 作两个方程组
:
( A B ) X 二 o

—
( 1 ) ; B X 一 。

—
( 2 )

。

注意
:
( A B .)

、 . ,

X , 、 : ,

B
. x 。 ,

X m 、 , 。

显然
,

方程组 (2 )的解也是方程组 ( 1) 的解
。

由线性方程组基础解系所含向量个数

与系数矩阵秩的关系
,

知
:

方程组 ( l) 的基础解系含向量个数为 m 一 R ( A B )
,

方程组 (2 )的基础

解系含向量个数为 m 一 R ( B )
。

此可得 m 一 R (B )簇二一 R ( A B )
,

即证出 R ( A B )镇 R ( )B
。

下证

R ( A B )镇 R ( A )
。

因为 尺 ( A B )一 R军A B )
`
= R ( B

,
A

,
)簇 R ( A

,
) 一R ( A )

。

所以
,

综上有 R ( A B )簇

m i n {R ( A )
,

R ( B ) }
。

证毕
。

由此例可见
,

线性方程组解与系数矩阵秩的关系
,

可用来解决前面矩阵秩的一些间题
,

方

法比教材上的证明简捷
.

这样
,

既复习了旧知识
,

又加强了线性方程组基础解系知识运用的理

解
,

使他们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
,

使学生在解题中体会
、

复习
、

巩固
、

提高
。

二
、

数学教学中的横向联系

另一方面
,

数学有许多分支
,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

往往把它们独立起来
,

孤立地理解
。

其实
,

数学的每个分支之间都是紧密联系的
,

代数与数学分析
、

方程
、

概率
、

统计
、

离散数学等都相互

渗透
,

互有运用
,

互相依存
,

只是研究方向不同
。

往往这方面的间题可由另一方面的知识来解

决
,

这样
,

使思路得到开扩
,

同时领会到各分支之间的联系
,

所以我们在数学中应加强这种横向

联系
,

在联系中比较
、

理解
、

创新
、

进步
,

下面举例说明
:

例 2
·

证明哥西积分不等式
:

设 f(x
)

,

、

沥在 a[
,

。 可积
,

则 〔
卫f(x

卜脚
) dx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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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X ) dX

·

丁 :
9

2` X, dX `“ > · ,
”

证法 1

艾
〔f(A

二 ) + 、 (二 )、
一

成。
二

dx) +2
`

芡
, x()

g (? ) +

{:。
二 ) dx 铆

若
卫
: (二 ) d二一 。 ,

贝。 , (二 )三 。 ,

原不等式等号成立
。

设
{:
: ( 二 ) d x > 。 ,

则上述关于 * 的一元二次方程与 二 轴至多有一个交点
,

△ 、 。 ,

, p

△ 一 〔2
卫

f (二 ) g (二 ) dX〕
2
一 4

卫
, (二 ) d二

·

卫
9

2
(二 ) d二 、 。

〔
卫
厂 (二 ) g (二 ) d X〕

2 、
艾
: (二 ) d二

·

卫
9

2
(X ) d二 证毕

,

下面给出另一证法
。

证法 : 由数列的 c a u e h y 不等式
:

(玄
a ;。 ,

)
,

成全
a :玄。子

,

取
。 。
一 了( x

`
)

.

丙孤
,。 ;

-

`竺 1 1= 1

g ( x
;
)

·

得

硕亚; = 1
,

2
,

…
, n ,

(这里△ x ;

是区间〔a
,

习划分后第 i 个小区间长度 )
.

代入上式

[艺 f ( x
;
) g ( x

;
)△ x 。

〕
t

簇 〔艺户 ( x
。
)△ x ;

〕
·

〔万 g
,
( x

;
)△二 ] ( , )

由 f ( x )
,

g ( x )在〔a
,

b〕上可积
,

知 尸 ( x )
,

g
,
(x )

,

f ( x ) g ( x )在 [
a 泊〕均可积

。

令
n 、 oo

,

对 ( , )式

两边取极限
,

由定积分定义
,

知 :
卫

, (二 ,
.

。 (二 ) d x 〕
2

、
艾
: 。二 ) d二

.

卫
9

2
(二 ) d二

.

证毕
。

此例两种解法
,

思路完全不同
。

证法 1 用初等代数中的一元二次函数的性质和符号讨论来

解决
,

而证法 2
,

利用数列的 C a uc h y 不等式
,

依据定积分定义
,

巧妙地把 ca uc h y 不等式在两个

方面的不同形式联系起来
,

同时加深了定积分是和式极限这个概念的理解
。

三
、

综合运用纵
、

横向联系
,

提高知识的应用能力

综上我们在教学中应善于利用同一分支的纵向联系
,

不同分支的横向联系
,

这种联系既可

以解决一些疑难间题
,

又可以把各种间题融在一起
,

有机结合
,

把数学看作一个整体
,

全面分

析
,

达到融会贯通
,

前后呼应的功效
。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把一些有联系的问题提出
,

让学生去思

考
。

比如上面的 c a u
hc y 术等式

,

在许多方面都有沐同的形式
,

学生也会有这样的疑问
:

为什么

都叫 C a uc h y 不等式
,

那么让他们找出联系
。

在数学中遇到疑难问题
,

可提示学生用其它知识

来解决
。

学了一些新知识后
,

再回过来解决前面问题
,

学生会发现解决起来更方便
、

简捷
。

在总

复习时
,

可总结某些典型问题的各种解法
,

也可让学生总结
,
把各人的不同思维方式总结起来

,

便于学习
、

交流和复习
。

比如有人就总结出求极限的方法达数十种
,

在这种总结
、

比较
、

联系中
,

可以牢固掌握数学这门基础课
,

使之更好的在实践中同其他应用学科联系起来
,

解决实际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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