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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德格尔说过，“对话，和由对话所导致的联系支撑着我们的存在．”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更需要“对话”，以高三数学复
习课为例，多数课堂上缺乏必要的“对话”，没有思想交流，没有内心的共鸣，更谈不上感悟了． 本文将以笔者的一节高三数学复习课
为例，谈谈如何用对话开启数学课堂的探索之旅，提高高三复习课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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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是直线、平面和平面平行、垂直的判定与性质的
一节综 合 应 用 课． 笔 者 精 选 一 道 例
题，始终围绕这一道例题展开研究探
索． 题 目: 如 图，在 四 棱 锥 C － ABDE
中，三角形 ABC 为正三角形，EA⊥平
面 ABC，且 BD∥AE，2BD = AE = AC
= 2，O、M 分 别 为 CE、AB 的 中 点．
( Ⅰ) 求证: OD∥平面 ABC，OD⊥平
面 AEC; ( Ⅱ) 、( Ⅲ) 略．

笔者在课堂上始终通过师生、生生
间的“对话”，将立体几何在当前高考中所考查的两个重要思
想( 空间问题平面化，几何问题代数化) 和三个常见问题( 证
明、计算和探索性问题) 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整堂课中，学
生轻松愉快地交流，积极地思考，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 笔
者认为本节课有以下几点值得广大教师们借鉴．

一、通过“对话”，引导学生探寻不同解题思路，培养
良好的思维习惯

师: 哪位同学能解答第( Ⅰ) 小题? 请上来板书．
学生 A 板书过程: 过点 O 作 OF

⊥AC 于点 F，连结 FB ( 如图 1 ) ，由
EA⊥平面 ABC 可知 EA⊥AC，所以，
OF∥AE． 又 O 为 EC 中点，所以 OF 平
行且等于 AE 的一半． 又 BD∥AE 且
2BD = AE，所以 OF∥DB 且 OF = DB，
即四边形 BDOF 为平行四边形，从而
OD∥FB，所以 OD∥平面 ABC．

因为三角形 ABC 为正三角形，F 为
AC 中点，所以BF⊥AC． 又由EA⊥平面 ABC，可知EA⊥BF，所
以 BF⊥平面 AEC． 而 DO∥BF，所以 OD⊥平面 AEC．

师: 请大家思考解决本题的关键是什么?
学生 D: 关键是作出由 OD 和 DB 所确定的平面与平

面 ABC 相交所得的直线 FB．
师: 很好! 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的关键就在

于，在平面内找或作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 那么，是
否还可以过 OD 再作一个平面与平面 ABC 相交，作出一
条直线与 OD 平行呢? 其他同学有不同解法吗?

学生E: 可以过由OD 与EC 确定的
平面作与平面 ABC 的交线 CH，如图 2，
延长ED、AB，相交于点H，连结CH． 可以
用同样的方法证明 OD∥CH．

师追问: 直线与平面平行的证明方
法除了可转化到平面外的直线与平面
内的直线平行以外，还可以转化到平面
与平面平行吗? 同学有不同的解法吗?

学生 F: 可以取 AE 中点 P，连结
PO，PD，转化为证明平面 POD∥平面 ABC．

师: 请板书证明过程．
学生 F: 如图 3，构造平面 POD( P 为 AE 中点) ，因为

O 是 EC 中点，即 PO 为三角形 EAC 的中位线，所以 PO∥
AC． 又 PA 平行且等于 BD，即四边形 PABD 为平行四边
形，所以 PD∥AB． 因此平面 POD∥平面 ABC． 又 OD平
面 POD，所以 OD∥平面 ABC．

课上到此时，学生已经探索到了三种解题思路，虽然解
题的严谨性还需要反复斟酌，但可以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

成果． 通过师生、生生间的“对话”，抓住
了解题的关键所在，开启了学生数学课
堂的探索之旅，激活了学生思维主动性
和灵活性，达到了举一反三的效果．

二、通过“对话”，引导学生主动
发现答题失误，培养规范的答题习惯

高三复习不仅是解题能力与速
度的提升，同时也伴随着解题过程中
失误的不断减少，因此在教学过程和
批改试卷、作业时应关注学生的失误，以避免重复出现同
样的错误． 请看下面教学的片段:

师: 请问 A 同学，你的证明依据是什么? 你觉得你的
证明过程有没有什么不严谨的地方?

学生 A: 我证明的依据是直线与平面平行、垂直的判
定定理，即线线平行，则线面平行; 线线垂直，则线面垂
直． 应该没什么不严谨的．

同学们思考了一会儿，开始觉得证明过程不严谨．
师: 谁能指出他证明过程中不严谨的地方? 请再结

合直线与平面平行和垂直的判定定理进行研判．
学生 B: 在证明 OD∥平面 ABC 过程中还应该加上

“OD平面 ABC，BF平面 ABC”; 在证明 OD⊥平面 AEC
过程中应该加上 EA∩AC = A．

同生们: 对! 这都是定理中特别强调的．
师: 请同学们思考，F 同学的思路和证明过程正确吗?
学生 G: 思路是正确的，过程是不严谨的，应该要加上

PO∩PD = D 这个条件．
师: 大家觉得 G 同学说得对吗? 还有要补充的?
学生 H: 要证明平面 POD∥平面 ABC 成立，首先要分别

证明PO∥平面 ABC 和PD∥平面 ABC 同时成立，而且还要指
出 PO∩PD =D 这个条件，才能得到平面 POD∥平面 ABC．

师: 如果没有 PO∩PD = D 这个条件，这个定理会成
立吗? 将出现什么情况? 请大家思考．

学生 Q: 如果没有 PO∩PD = D 这个条件，该定理是
不一定成立的． 将会出现两个平面相交的情况，就是两条
分别与已知平面平行的直线自己本身是平行的，这时候
过这两条直线的平面就有可能与已知平面相交了．

通过与学生或学生之间的对话，让学生自己发现错
误，找出原因，纠错错误．

三、通过“对话”，引导学生提炼数学思想与解题方
法，培养善于归纳总结的习惯

师: 请同学们思考一下，同学 A 证明本题用到了什么
数学思想?

学生 C: 是化归与转化思想．
师: 具体一点?
学生 C: 就是将线面位置关系转化为线线位置关系，

将空间问题转化为平面问题．
师: 非常好! 立体几何证明和计算问题，都充分体现

了化归与转化思想，即将直线与直线位置关系、直线与平
面位置关系、平面与平面位置关系进行相互转化，也就是
将空间问题转化为平面问题进行处理，这就是解决立体
几何问题的精髓所在．

虽然本节课只有一个例题，但笔者始终通过“对话”
的方式引导学生自觉地去发现解题规律，总结出解决同
类问题的通性通法，使学生学习起来更轻松，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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