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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课本习题 培养发散思维

刘晓东

(浙江湖州吴兴高级中学 313000)

1 问题背景

    问题(人教版数学必修 1，第27 页第 9题):

一个圆柱形容器的底面直径是dcm，现在以v

cm“/5的速度向容器内注人某种溶液.求容器内

溶液的高度x。m与注人溶液的时间ts之间的函

数解析式，并写出函数的定义域和值域.

    应该说这是一道难度不大的题目，但学生出

现的问题较多，主要集中在字母所表示含义的理

解上以及字母运算的能力上.教材中的每一个题

目都是编者智慧的结晶，为充分发挥这道习题的

教育功能，我采用延时性讲评的策略，重点是放在

对习题的挖掘和对知识网络的构建上.

2 启动思考的多向性，培养发散思维能力

2.1 转化发散，培养思维的逻辑性

    发散l x是t的什么函数?它的图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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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x是 t的一次函

数，其图象如图1所示. 圈1

    转化发散是通过保持

原命题的实质而变换其形式的一种发散思维.通

过转化发散，能够使学生的思维遵循逻辑规律，从

而培养学生的逻辑性.

2.2 阶梯发散，培养思维的灵活性

    发散2 (1998 年全国卷)向高为 H的水瓶

中注水，注满为止.如果注水量V与水深h的函

数关系的图象如图2所示，那么水瓶的形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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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A、C、D，选 B.

    另外，我们也可以根据图象的变化速度，很容

易判断出应选B.

    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的经验、知识、方法去探索

和发现，从而获得新知，这对学生而言是一个知识

再创造的过程.阶梯发散是解题能力或方法逐步

深人的一种发散思维.思维的灵活性是要求我们

能够根据客观条件的发展与变化，及时地改变先

前预定的方案、方法，去寻找新的解题途径 .发散

2是在相同的背景下一，通过对问题设置方式的阶

梯发散，给问题赋予新的内涵，要求由水瓶的形状

识别函数原型，这是典型的数形结合问题，“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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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有利于克服死记硬背，可使学生的思维活跃

起来，有利于思维灵活性的培养.

2.3 构造发散，培养思维的独立性

    发散3 向高为 H的水瓶中注水，注满为止

.如果水瓶的形状如图3所示，那么注水量v与

水深h的比冬与水深h的函数图象大致是( )
‘J’F一’一”‘一 h 碑J一犷一‘一”研~ ~ 份 刀、/、~ ~ 、

    发散3是在发散 2的基础上构造出新的问

题，虽然问题背景相似，但构造出来的新问题，思

维量显然加大.构造发散是通过逻辑思维和丰富

的联想，恰当地构造出某些元素，使原模型以一种

新的面貌出现.发散3正是通过构造发散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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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由于容器的形状是一

个圆台，所以函数(或函数分段

式中的一段)不可能是一次函

数，故排除B、C，比较A、D只需

大致确定函数的解析式即可 .

设容器上、下底半径分别是R，

r，水深为h时的水面半径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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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善于独立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

学生的思维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一个新的飞跃，从

而加强思维独立性的形成.

2.4 创造发散，培养思维的批判性

    思维的批判性是思维活动中独立分析和批判

的程度，它主要表现为自己有独立见解，敢于怀

疑，有较高辨误能力，它是思维的较高层次.古人

云“学贵有疑”，疑就是一种批判精神，思维的批判

性是创造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

    发散4 (2006年江西文科卷)某地一天内的

气温Q(t)(单位:℃)与时刻t(单位:时)之间的关

系如图5所示，令C(t)表示时间段「0，司内的温差

(即时间段[0，月内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的差).

C(t)与t之间的函数关系用下列图象表示，则正

确的图象大致是( ).

  c(t)奋 刃(t)}

    故知图象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的一部分，故
选 D.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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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题选自一本教辅资料，由于编者的疏忽，将

选项 D的图画错，从而造成此题无解 .在教学

中，我有意识地设置了这个“陷井”，指导学生进行

辨别和纠正，并从网上查找正确图象，进行比较和

辨析，进而培养学生思维的批判性.创造发散是

克服思维定势，不按常规思维解题的发散思维 .

发散4就是利用创造发散，使学生形成自己的独

立见解，敢于怀疑，有较强的辨别能力，从而促进

思维批判性的形成.‘

2.5 综合发散，形成理性思维

    综合发散是通过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进行发

散.通过综合发散，能使学生的思维透过纷繁复杂

的表面现象去深人钻研问题，发现问题的本质，从

而全面地考察问题，从事物的多种的联系和关系

中去认识事物，达到培养思维的深刻性和广阔性

的目的.

    发散5 (2006年重庆卷)如图6所示，单位

圆中弧AB的长为x，f(x)表示弧AB与弦AB

所围成的弓形面积的2倍，则函数y=f(x)的图

象是( ).

        发 散 ‘

(2006年江西卷)

某地一年的气温

Q(t)(单位:℃)与

时间t(月份)之间

的关系如图 7所

示，已知该年的平

均气温为10℃，令

G(t)表示时间段
圈 7

[0，司的平均气温，G(t)与t之间的函数关系用下

列图象表示，则正确的应该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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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结合平均数的定义用排除法求解，故选

A.

3.培养化归意识，构建知识网络

    我们不妨根据题目的前提、条件和结论建立

树型链 .

                      图 ‘

解 根据圆的性质，深刻理解函数的单调性，

我们不难判断应该选D.

                  圈8 发散前的链圈

    显然，发散后的链图要丰富、充实得多，它给

我们以足够的空间，任我们去发挥、去想象、去思

维，从而形成知识网络.

                                      (下转 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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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课改的确需要高考来引领.因此，一份试题评

价必须要从考试性质和社会责任两个方面去审视.

4.2 二面角 “超纲”与“超标”之看法

    理科第 18题中考查了二面角，其实是相当简

单的问题，“考”与“不考”其实关系不大.从有些

老师最近发表的观点来看，总是把这个问题上

“纲”上“标”来做文章.如果是这样，本人也要发

表自己的看法:依他们观点《说明》要依据《课标》

和《考纲》来制定的，也就是说《说明》是《课标》和

《考纲》依据地方特色的“具体化”，更切合当地的

实际情况.因此，它是命题的主要依据，即《考纲》

与《说明》发生冲突的地方以《说明》为准.在“二

面角”的问题上《考纲》没具体说是“考”还是“不

考”，但《说明》列举的样题中“求二面角的正切

值”，说明了《说明》的制定者是认为可以考“二面

角”的.因此，如果((说明》是((课标》和((考纲》依据

地方特色的“具体化”，那么，在试题中有“二面角”

问题不仅没“超纲”，更没有“超标”.然而他们却说

考“二面角”是“超纲”又“超标”，这让人不禁要

问:当初在《说明》中列举的“二面角”样题是工作

上“疏忽”，还是有意“忽悠”考生呢?

4.3 《课标》、数学的“标”与“本”之看法

    从他们对理科第 12题，文理第20题，理科第

‘21题(文科第19题)的评价来看，他们对《课标》

理解程度和对数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标”
上，认识远远未达到本质的“本”上.

    理科第12题的确是沿袭了“割补思想”的“陈

题”，但在《课标》下，立体几何增加了“三视图”，

强化了“识图”知识和组合体的体积、面积计算，

而是不提“正棱柱(锥)”、“直棱柱(锥)”的定义，

显然命题者恰恰注意到了《课标》的变化，作为最

后一道选择题，既考查了学生的能力，又能较好地

体现了区分度.

    理科第20题，从“标”上看似乎是几何概型，

从“本”上看是离散变量的二项分布，对“几何概

型”仅仅停留在“了解”的层面上，真正考查的重

点是二项分布，本题的“原型”应该是求
_川 4X ，} ____、二。，_、 ，__二__，_，二卜
尸{};长花矛丈一11 <0.031的概率，如果不改动，就
‘、}1000 一}一’一)”J泞·-.---·--，~~，’
会有相当多的学生不知道解绝对值不等式的解

法.命题者把绝对值打开为考生作了一下铺垫，人

为加宽了人口处，体现了命题者的良苦用心，作为

压轴题有很好区分度.本题充分体现了高考数学

试题的三个特征:一是努力体现课程改革的精神;

二是坚持了“重基础、出活题、考能力”的命题原

则;三是坚持对数学应用能力的考查。文科第20

题选取以一元二次方程有实数解为背景对古典概

型和几何概型进行了考查，第 1问由判别式不小

于零，不难得出基本事件的个数和事件A的个数，

得到概率是不难的，第 2问是由离散的实数对转

化成平面区域问题，由于有第1问作为铺垫，并且

平时对此类问题训练的较多.第 2问就很容易想

到区域问题来做，于是试题的难度就降低了很多.

    理科第21题(文科第19题)从“标”上来看象

是分式不等式，但从数学本质上来看是在条件

x>一a(或x
~ 3、
声翻)一 代万少

        乙
条件下解含参量 a的一元

二次不等式有解的条件.这个题与常规的一元三

次函数的单调性问题是同一性质的不同的表现形

式，即利用导数研究函数的性质，其本质都是解有

条件的二次不等式问题，而不是他们所说的解分

式不等式.‘

(上接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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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发散后的链图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