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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策略
`

沈;菊芳

(盐城师范学校
,

盐城
,

2 24 0 01 )

数学教学的主旨在于发展学生的思维
,

培养数学能力
,

提高数学素质
。

而要达到毗目的
,

必

须注重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
。

在我国
, “

数学教学要使学生掌握数学思想方法
”

的观点
,

目前已

为广大数学教育工作者所接受
。

在数学教学的内容中
,

概念
、

定理
、

公式等知识是数学的外在表现形式
,

而数学思想方法是

数学的内蕴形式
,

数学科学是二者的有机结合
。

方法和思想没有严格的界限
,

习惯上
,

把其中带

有具体性
、

操作性较强特征的称为方法
,

而带有抽象性
、

全局性
、

框架性特征的称为思想
。

数学

思想方法一般并不是以明显形式呈现在数学知识中
,

因此
,

在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中
,

宜采取

认识— 提炼— 运用— 强化这样一个有梯度分层次的教学策略
。

一
、

模拟数学活动
,

使学生形成对思想方法的认识

前苏联教育家斯托利亚尔说
: “

数学教学是数学活动的教学
。 ”
只有突出数学理论的形成过

程
,

引导学生参与数学的
“

发现
” ,

学生才能获得活的知识
。

所以在数学教学中
,

我们不仅要让学

生掌握方法的一招一式
,

更重要的是向学生展现数学思想和方法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

这样才能

使学生对数学思想方法形成印象深刻的认识
。

例如
,

关于转化思想的认识
,

转化是化繁为简
,

化难为易
,

化未知为已知
,

化陌生为熟悉

… …
,

教学中可结合具体内容进行如下数学活动模拟
:

证明三角形边与角之间的不等关系
,

可以引导学生
“

截长补短
”

添置辅助线
,

将
“
不等

”
问题

转化为
“

相等
”
问题

,

通过已知的关于边角相等的知识
,

解决未知的边角之间的不等关系
;
三角

形内角和的证明
,

可让学生动手用纸做一个三角形
,

将其两个角撕下
,

三角拼在一起
,

发现三内

角之和是个平角
,

从而使学生发现证明的思想方法
,

就是将三个角移到一起
,

添置平行线
,

化难

为易
,

得到证明 ;平面解析几何中
“

椭圆
”

的教学
,

利用圆的铁丝圈
,

用两手指按对称方向向中心

压
,

使圆变成一个椭圆
。

这样椭圆的方程转化为由圆的方程推得
: X Z 十

爹
y

Z
一 1

,

纂
+

;
一 1

二
、

反思解题过程
,

强调思想方法的揭示和提炼

数学思想方法教学的第二个阶段是问题解决后对解题过程进行反思
,

从中挖掘
、

抽象
、

概

括
、

提炼出数学思想方法的精华
,

理解数学思想方法的实质
。

例如
,

在一些有关的线段和问题的证明中
,

都用到 了
“

截长补短
”

的技巧
,

教者要引导学生

收稿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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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技巧的实质是将
“

不等
”

转化为
“

相等
” ,

将
“

未知
”

转化为
“
已知

” ,

从而为问题的解决铺平了

道路 ; 又如
,

在一些通过添加平行线实现角或边的平行移动来达到求解目的的问题教学中
,

应

帮助学生从
“

平行移动
”

的技巧概括出蕴含的转化思想 ;再如
,

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教学
,

在第一

阶段应让学生掌握两种消元法
,

第二阶段应让学生理解两种消元法的实质是同样的
,

都是化二

元为一元
,

化陌生为熟悉
。

三
、

重视运用训练
,

突出数学思想方法的指导作用

在学生对某些思想方法已经形成本质认识的基础上
,

应趁热打铁
,

通过将其运用于解答问

题的手段
,

展现数学思想方法的应用过程
,

突出数学思想方法在解题中的指导作用
。

_
. _

一
_ _

~
. ` 、

, ~
, .

1
、 , .

1
、

、 2 5
例 1 ,

若 x
,

y > 。
,

且 x + y 一 1
,

证明
:

x( + 士 ) ( y 十 去 ) 》 等
。

l,7
` ’

叼 一
’ J ` 一

’

一
一

’

J 一 ’

一 月 “ 一
’

x
、 “ ’

y “ 4
’

分析
:

该题如果直接用不等式 二+
告) 2去证明

,

贝。只能得到较弱的结果
。

原因在于没有

用到条件 x + y 二 1
,

若注意到题设条件与结论的对称形式
,

设 x 二 s i n , a ,

y = co s , a ,

则 s( i n , 。 +

1

妥石亏
( e o s Z a +

l

e o s Z a

s i n
4

ac o s 4 a
+

s in 4 a
+

e o s 4 a + 1
s i n Z

ac o s Z a

s in
4
2a 一 s s i n

2
2 a + 3 2

4 s i n 2 2 a

丝
卫牟黔吐

一

丝 ) 丝共奥牛
一
丝 以上的证明过程中

,

既使用 了换元法
,

又使用了配方法
4 5 1 11 一乙 C 任

J

人 1

和放缩法
,

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
,

有益于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数学方法的能力
。

例 2
,

求椭圆 L
:

扩 + 2犷一 1 中斜率为 2 的平行弦中点 M x(
,

刃的轨迹
。

V

了万

,

于是 刀
:
矿+ 铲一 1

,

澎一 了百k = 2 了万易求得 刀中斜率为 2 了厄
~

的

一一一一Xy
了

lee夕

1
、

换变解 作

平行弦中点的轨迹方程为
v ~

U

2 了厄
se
(在 L’ 的内部 )

,

从而所求轨迹方程为
: x + 4 y ~ 0( 在 L

一一
少一夕

的内部 )
。

例 3 :

椭圆
L

:

续+

a 一

1过点 M ( 了了
,

0) 且与直线 l : x + y ~ 1 交于 A
、

B 两点
,

若 IA B }-

2 了
~

百
,

求 L 的方程
。

解
:
: 过点 M 。

二
,

。 )可得
。 一

二
,

作变换

}
!

Ly

一 了了
u

一 vb
将问题转化为在圆上解决

,

利用

变换前后椭圆与圆中线段长度变化的关系
,

可得 L 的方程为扩 + 了万少二 3
。

这些训练
,

有助于学生掌握数学思想方法
,

形成良好的认知结构
。

四
、

反复再现
,

逐步强化
,

促进数学思想方法模块化

数学方法固然具有普遍适用性
,

但数学知识则是逐步深化的
,

这就导致了在知识发展的各

个阶段所反映出的数学方法的不同的层次性
。

对同一数学方法
,

应该注意在不同的知识阶段的

再现
,

加强学生对数学方法的深刻认识和灵活运用
。

一般地
,

低年级或知识新授阶段介绍较低

层次的方法
,

高年级或知识深化阶段介绍较高层次的方法
,

反复再现
,

逐步强化
。

如换元法
、

配

方法都曾 (下转第 13 页 )



第 1期 薛长峰
.

非对称广义特征值问题的并行 QZ算法

行化
,

在约化过程中我们将第 2 步中
a
部分的运算作适当的合并

,

这样做是为了加大第 2 步 b

部分矩阵乘的运算量
,

从而有利于 b 部分的并行运算
。

而对 Q Z 迭代过程我们仍然执行串行算

法
,

这是因为
:

第一
,

分析迭代过程
,

其中的每步运算前后相互依赖
,

数据相关性很大
,

第二
,

各

步计算
,

主要花销是在矩阵乘法的计算上
,

而这里的矩阵乘是由一个矩阵与一个 iG ve sn 阵的

左乘或右乘
,

运算量不大
,

考虑到调用并行的开销相对较大
,

因此在迭代步使用串行运算
,

因而

整个过程实际使用的是一种串并行混合算法
。

表 1 中的加速比反映了本算法的并行化程度
。

对 640 阶这种规模的问题使用 2 个 C P U 的

效率是 62 纬
,

使用 4个 C P U 的效率是 56 写
,

对非对称广义特征值问题达到这样的效率还是可

以的
,

但使用 8 个 C P U 时的效率是 38
.

41 %
,

这样的结果令人难以满意
,

这一方面说明 Q Z 算

法内蕴的串行性较强
,

另一方面也表明探讨其它更有效的求解广义特征值问题的并行算法的

必要性
。

而关于其它的一些高效并行算法 (如拟 Jac o ib 方法等 )将另撰文发表
。

作者衷心感谢周树荃教授的指导并感谢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提供的赞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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