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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 的 点 到原 点 的距 离 ，是复数差 的模 的特殊情况．问题 引 导 ， 学 生主 要是分析 问题 ，若干结论几乎都 是

师 ：是的 ！ 复数 的模 与 复数差 的模本质上是一致由 学生 自 己发现 的 ，特别 是 问题 ４
，
学 生在未知 复数

的 ． 好 ，哪 位同 学来 总结
一下本节 课的 学 习 内容？差 的 几何意义 下 ，

研究 不等式 Ｉｚ －

１＋ ｉ ｌ 矣 １ 的含

生 １５
： 主要 学 习 了 复数 的几何意 义 ，

一 是用 复义 ，他们发现复数差 的 模 ，联想 到 实 数差 的 绝对值
，

平面 内 的 点表示复数 ；
二是复数 的模就是复数所对得 出 新结论 ，是本节课 问题设计 的 亮点 ．

应 点 到 原 点 的距 离 ；
三是复 数差 的模表 示两个复 数２． 注重知识生成的方法教学

所对应 两点 间 的 距 离 ．常有人讲
“

授人 以 鱼 ，
不 如授 人 以 渔

”

， 意 思是

师 ：对 ！本节课 的 学 习 ，运用 了 哪 些思想 方法 ？教给 学 生 方法 比教给学 生 知 识更重 要 （ 见 文 ［
２

］ ） ，

生 １５
：
主要运用 了 由 特殊到 一 般 的 归 纳 思 想 ，

笔者非 常认 同这一 点 ， 首 先 ，

一 些数学知识 学生不 可

根据实数 与 点 的 关 系 、实数绝 对值的 意 义 、实 数差 的能终身记忆 ， 而学 生 学 习 的 一 些数学 思想方 法 却 能

绝对值 的意义 ，
探究发现复数 的 相关几何意 义 ， 当 然终身 受益 ，借用这些 思维 方法 、 方 式可能会更合理地

还涉及到一 些 其他 的 思想 方 法 ， 如 转 化 思 想 （ 复数解决生 活 中 的 问 题 ；
其次

， 要想真正地获取数学知识

问题转化为 向 量 问 题 ） ，
以及数形结合 思想 等 ．

（ 留并长久不遗 忘 ，
靠死记硬背是不行 的 ， 只有 学 生掌握

白 ５ 分钟 ，学 生 总结 、反思 ， 下课 ）
■

了 获取知识 的 方法 ，对知识 的 理解才 能更深刻 ，
记忆

四 、两点反思才会更长 久 ， 即使偶尔遗忘 ，
也有可 能通过一定 的方

笔者根据上述
“

复数 的 几何意 义
”

的教 学设计法重 新演绎还原 ，

正 所谓 ： 有
“

渔
”

才 有
“

鱼
”

． 本文

上课 ，课 堂上学 生 思维 活 跃 ， 自 感效果 不错 ， 有两 点的教 学案例 ，
不仅是让学 生获得复数 的几何意义 ，更

思考 ， 与 读者分享 ．让学 生学会 了 由 特殊 到
一般的 归 纳手段 ．

１ ．
加强探究教学 ，促进学生理解

数学课錄学 ， 首要＿是学 生的理解 ，无论Ｉ

概念 、公式 、定 理 ， 还是 思想 方 法 ， 必须得理解 ， 否 则［ １
］单 撙 ． 苏教版普通高 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数学选修

只 能 生搬硬套 ，无法 灵活运用 ？ 怎样才 能促进 学生 的２
－

２
） ［ Ｍ ］ 

■ 江苏教育 出版社 ，
２〇１２ ．

理解呢 ？笔者认为要合理设计 问题 ， 引 导 学生 自 主探
［ ２ ］ 崔志荣 ？ 关注知识生成的反馈教学 ［ 〗 ］ ？ 中小学数学 ，

究 ， 学 生 通过探 究获 取新知 ，
他们 的 理解才 会更深

２０ １５
（

１
－

２Ｍ３
＿ ４５ ＿

刻
，
运用 才 能更灵活 ． 就如 本文 ，

教师 的 主要任务是

解 题 来 源 于 猜 想

道高考试题解法再探究

福建省泉州 第 七 中学 （
３６２０００

） 吴宝树 彭耿铃

’

２０ １ ０年课标全 国卷理科第２ １题 ：

 ｌ －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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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 ０

）
．＾ ａ ＞Ｕ ｆ （Ｘ ） ＜ ｅ

＾ ｌ ＋ ２ａ （ ｅ

－

设 函数／（ ＊ ）
＝
ｅ

＊
－

１
－

ａ：

－

似
２

．（ Ｉ ） 若ａ
＝ ０

，２

求／（
＊

） 的单调 区 间 ； （ Ｄ ） 若 当 ％＞ 〇时／（ ＊ ）＞ 〇
，

＿１
）
＝ ｅ

－ ＊

（
ｅ

＊
＿ ｌ

） （
ｅ

＊
＿ ２ａ

） ，故 当 ｘｅ（
０

，
ｌｎ２ａ

） 时 ，

求 ａ 的取值范 围 ．／ Ｕ ）＜０ ， 而 ／（０ ）＝０ ， 于是 当 ＊ｅ（ ０ ，
ｌｎ２ａ ） 时 ，

解析 ： （ Ｉ） 略 ； （ ｎ ）／〇 ）＝＃
－１－２似

， 由
／（４＜〇？ 综合得 ａ 的 取值范 围 为 （

－

００
，＋］ ？

（ Ｉ） 知 ｆ 為 １＋ １ 当 且仅 当 ＊＝ ０ 时等号成立？ 故２

／Ｕ ） 多 ＊
－

２似 ＝
（

１－ ２ａ
）
＊

，从而 当 １
－ ２〇 為 ０

，
即这是一道考察导 数 的 创 新好题 ， 本题参考 解答

Ｉ的难 点在于
“

由 Ｚ＞ １ ＋ ；ｃ （ ａ： ＃ ０ ） 可得
ａ矣
ｙ

时 ／ （ Ｘ ） 彡〇 （ ＊ ＞ 〇 ） ， 而 ／（〇 ）＝ 〇
，
于是 当 ＊

＃〇 ）

， ，

进而得到
‘‘

／ （幻＜ｅ
＊－

 １＋ ２＋
－＊
－ １

）

＝

＞ ０ 时 ，／＜ ＊ ） 衾 ０． 由 ｅ

１

＞１＋ ＊
（
＊ ＃ ０

） 可得
－

１
） （
／－ ２ａ

）

”

， 这一过程技巧性太 强 ，
不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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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通性通法 ，

一般学 生在解题过程 中很难想到 ． 处理时
，
有 时很难将参数分 离 出 来

，
即 或将参数分 离 出

这类 问题通常还可 以采用 分离变量法求解 ： 当 ＊＝ 〇来
，
也很难将运算进 行下 去 时 ， 怎 么 办 ？这就 需要 基

时 ，
《Ｅ 及

；
心 ＞０ 时 ，

《 矣 ＞０
） ，
设

于合理 的猜想
，
对参数进行预测 ，如本题一样 ？

＾著名 数 学家和 数 学教 育家波利 亚 在他 的 著 作

＞ ０ ） ， 用 求 导 的 办 法 求 出 《数 学与 猜想 》 中 也指 出 了 猜想对 数学学 习 的 重要
３

５

性 ， 他是这 么 描述 的 ：

“

数学的创造过程是 与 其它 知

ｇ（
ｘ

） 的最小 值 ？ 通过 尝试
，
这种分离 变 量 的 方 法无

识 的 创造一样的 ，在证 明
一个定理之前 ，你先得猜测

法达到 目标 ？

这个定理的 内容 ，在你完全作 出 详细地证 明 之前
，
你

那 么 有没有更显然
，
更适合学 生理解的解法呢 ？

先 得猜测证 明 的 思路 ． 你要先把观察到 的结果加 以

再审视这个题 目 ：

“

肖 Ａｔ＞０ 时 ／（
Ａｔ

）可 以 转化
综 合

，
然后 加喊比

，
你得－ 次又—次地 ＃试 ？ 数 学

为 ：

“

当 Ｘ＆ ０ 时 為 ０
”

， 观察发现／（
０

）
＝
０

， 家的 创造性 成果是论证推理 （ 演 绎推理 ） ，
即 证 明 ，

据此 可猜测 问 题等价于 ：

“

当 ％ 為 〇 时／（
＊

）＿ 為 〇＝

但这个证 明是通过合情推理 ，通过猜想 而发现 的 ． 只

／（
〇

）

”

， 即

ｙ
ｕ ） 应 该在 ［

〇
，＋＊ ） 单调 递增

＾

所 以
要数学 的 学 习过程稍 反映 出数 学 的发 明 过程 的 话 ，

／ （ Ｘ ）＿

１＿ ２ａ＊ ＞ ０ 对 Ｘｅ［ ０ ，

，

〇〇
） 恒成立 ．

那 么 就应 当 让猜想 、合情推理 占有适 当 的位置
”

？ 实

畴地 ，观察得／ （
〇

）
＝ 〇

，故／Ｗ 錄在 ［
〇

，
＋ ？＞

）

际上 ，教师在平时就应该 引 导 学 生进行大胆猜想 ，是

单
，
递增 ，命ｇ （

＊
）＝／ （

＊
）＝ ’

：

１

、

＿ ２似
，
《１作 ）

激发学生学 习 兴趣 ，探求知识 的必要手段 在解题过

：

ｅ

１
＿ ２ａ ＞ ０ 对 ａ ；

＇
［
０

，＋ 〇〇 ）

Ｊ

ｇ成立
，

？

？

＿

￥ （ ＊ ）
＝

程 中 ，
猜想有助于探 求解题思路 ， 发现结论 ． 在数 学

ｅ

ｘ
－

２ａ＾＾ ，
．

－

－ ｇ
＇

（ｘ ） Ｂｌ
ｉ
ｎ
＝

ｇ

＇

（ ０ ）＝１
－

２ａ＞ ０
，

学 习 中 ，经 常会遇到具有探究价值 的 问题 ， 若能及时

解得 ａ 矣
＂

Ｉ

■

． 有 了这个猜想
，
我 们 只 要证 明 ：① 当 ａ捕捉 ，鼓励 学生进行 大胆 的猜想 、探究并加 以 拓展 ，

１一将 问题进行横 向 、纵 向 的联 系 ，使学 生的 学 习进入一

矣
＋
时 ，／（４ 為 〇 对 ＸＥ［

０
，＋〇〇 ） 恒成立 ；② 当 ａ

个再创造 的过程 ，
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 ，在高考及各类质检考试 中 ，
这类先大胆猜想 ， 再

＞

ｙ
时

，／Ｕ ）对 ＊ｅ［
０

，＋
〇〇

） 不 恒成Ｘ 即可 ．

验证求解的麵思路比 比 皆是
，
认真梳理和 总结 ， 对

基于这一猜想 ， 我 们 得到 如下解析 ： 由 ／（
＊

）

＝形成有规律的解题思路和快速准确 解题会有很大帮

ｅ

ｘ
－

１－ｘ－ａｘ
１

，
％ｆ

（
＾ ：

）＝ｅ
＊
－

１－２ａ
， ＾ ｇ （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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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的 ？ 以下 列 举一二 ．

／ｈ ）＝
－

ｉ－ ２似
，
得 ｙ

＿

２ａ？ 因 为 ％ｅ（ ２０ １０ 年大纲全国 卷 ＩＩ 试题 ） 设 函 数／Ｕ ）＝１

［
０

，＋ 〇〇
） ，① 当ａ矣

｜

时 ， ｇ

＇

（ ｘ ）＝ｅ
１
－

２ａ＞ ０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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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所 以 ｇＵ ）＝ ／ （
＊

）
＝ ｅ
、

ｌ
－ ２似在 ［

０
，＋ 〇〇

）（Ｉ ）
证 明 ： 当 ％＞

－

１时 ’／（
＊

） ＩＩ ） 设

单调 递增 ， 所以 為／ （
〇

）
＝
〇

，进一步得／Ｕ ） 在
当ｇ〇 时／（幻 矣＋ ，

求 ａ 的取值范 围 ？

［
〇

，＋ ００
） 单调递 增 ， 所 以 ／（幻 ＞ ／（

０
）

＝ ０ 对一切《＊＋１

＾
，

０ｎｉ 於 人 站在 你 、ｋ１解析 ： （ Ｉ ） 略 ； （ ｎ ）
以

［
〇

，
＋＊

） 时 ／（４＆
的 ％ 多 ０ 恒 成 ３￡

， 即 ａ
■

符合题意 ；② 当 ａ＞
了

０
，
当 ａ ＜ ０

， 易 得 当 ￥ ＞
－

丄
时 ，

一＾ ＜ ０
，
与 ／Ｕ ）

时 ， 由 莒

’

（ 尤 ）
＝

ｅ

＊
－ ２ａ＝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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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 ％＝ ｌ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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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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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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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
－ ２ａ＜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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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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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
＝
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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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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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ｎ （２ａ ） ） 单调递减 ， 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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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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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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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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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 ＋１ ）

—

（ １
－〇

减 ， 所以 ／（幻 ＜ ／（
〇

） ， 与 ％ 多 〇 时／（
＊

）＞ 〇 矛 盾 ， 即
＿

＊
， 即 证 当 ＊ｅ［

０
，＋

〇〇
） 时 ｇ （

＊
） 专 ０ 恒 成立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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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〇〇） 时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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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不符题意 ，舍去 ． 综 上所述 ，

ａ 的 取值 范 围 为
递减 ， 即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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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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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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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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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

Ｊ Ｃ

＋ ａ

这样的解答显得 自 然 而 且通俗 易 懂 － 猜想在本
－

＾
’

⑷ ： － ＾
— ＾＋？ ’

当＾以
了
时

’

解 法 中起 了 决定性作 用 ， 我 们 的解题 思 路正是基于Ａ
＇

（
＊

）
矣 〇

， 则 ｇ
＇

Ｕ ）＝（Ｍ＋ｌ
－ ａ

） ｅ

＿

＾ ａ
－

ｌ 在 ＊

这一猜想得到 的 ． 事 实 上 ， 在解恒 成 立 、存在性 问题ｅ［ 〇 ，＋？） 单调 递减 ，
即 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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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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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

在 ；ｃｅ［
０

，＋
〇〇

） 时单调递减 ， 可得 ｇＵ ）
爸 ｇ （０ ）

＝（
０

，
１

） 恒成 立 ， 求 Ａ 的 最 大值．

０
，
所 以 ０ 矣 ａ 彡 ＋ 满足条件 ． 当 ａ＞ ＋ 时 ，显 然 ＊

。解析
： （ Ｉ ） （ Ｈ ） 略 ； （ 瓜 ） 记 ＦＵ ）ｄｎ＃ －

＞ ０ 是 函 数 ｆｃ
（
ｘ

） 的极大值点 ， 所 以 当 ＊ｅｆｃ
（
ｘ ＋＾ ） ， 即 证 当 Ｘｅ（０

，

１ ） 时 ｆＸ ｘ ）＞ ０ 恒成立 ，

（ ０
，
＊
〇 ） 时 ，

０＜ Ａ
（
０

）＜ ／ｔ
（
＊
。 ）

，
即 当 Ｘｅ（

０
，观察得 Ｆ

（
０

）
＝０

， 据此 可 猜 测 当＊ｅ（ ０
，
１ ） 时 ，

？ ） 时 ｇＵ ） 单调递增 ’ 此 时 ｇ （
＊

） 》 ｇ （ 〇 ）＝〇
， 与 ：

？ ） 单调 递增 ． Ｆｈ ）
＝
Ｖ＋２

「 气 当 ０ 矣 Ａ； 矣 ２

ｅ
 ［

０
，＋？ ） 时 ｇ （

＊
）
矣 ０ 恒 成立 矛盾 ，所以 当 ａ＞１

＿

ｉ ｌ ；

１＾ｌｒ
．Ｈ时

，

ｆ
＇

ｈ ） 為 ０
，此 时 

ｆ
（
ｘ

）＞ Ｆ
（
０

）
＝ ０

，
所 以 ０ 矣 ４

２
时不符 Ｂ 题意 ． 综上 ａｅ

［

〇
，Ｔ］

．

＜ ２ 满足条件 ． 当 ４ ＞ ２ 时
， 由仏。 ）

＝ ０
，得 ？ ＝

（ ２０ １ ５北京高 考题 ） 已 知 函 数／（＊ ）＝ｌｎ＾＾
．

ｅ（
〇

，
１

） ， 当 ｅ（ 〇 ，％ ） 时 ，
ｆ

，

（ ＊ ）＜〇 ，所

（ Ｉ） 求 曲 线 ｙ
＝ ／（幻 在 点 （ 〇／（ 〇 ） ） 处 的切 线以 函数 Ｆ

（
＊

） 在 ｅ （ ０ ，
ｘ
。

） 单 调递 减 ，
ｆ（ ＊

０ ）＜

方程 ；ｆ（
＊

）＜ 尸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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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 ，试 卷讲评课要力 求精讲精析 ，
抓住典型讲其他 同 学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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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进行反思 与 总结 ， 通过 归 纳 、类 比 、展开联想进这 一 同 学 的讲解和 回答得到 了 师 生给 予肯定和

行迁移或拓展 ，挖掘试题 中 的潜在性质 ，将进一 步激赞 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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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评完该题后 ，笔 者提 出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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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同 学来讲 （ １ ） 求椭 圆 Ｃ 的标准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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