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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课程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数学思想和方法 的 掌 握 及 情 感、态 度、价 值 观 的 形 成，本 节 课 借 助 电 子 白 板 的 多 元 交

互和即时生成的优点，在一系列的探究活动中让学生理解、掌握、应用知识，并提高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有

效提高了数学课堂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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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课程注重学生 的 主 体 作 用，重 视 学 生 学 的 方 法，引 导

学生掌握和运用探 究 式 学 习 方 法。在 教 学 过 程 中 培 养 学 生

的独立性、自主性，运用已有知识分析推理问题，引导学生讨

论、交流、反思，在一 系 列 探 究 活 动 中 既 能 理 解、掌 握 和 应 用

知识又能提高 学 生 综 合 分 析 问 题 的 能 力，交 流 与 合 作 的 能

力，特别是培养了 创 新 精 神 和 实 践 能 力。在 本 学 期，笔 者 开

设了一节立体几何关于《直 线、平 面 平 行 与 垂 直 位 置 关 系 探

究》的教学公开课。

首先，创设问题情境：

如 图，在 四 棱 锥 Ｐ－ＡＢＣＤ
中，三 角 形ＰＢＣ 为 正 三 角 形，ＡＢ
⊥平 面ＰＢＣ，且 ＡＢ∥ＣＤ，ＡＢ＝
１
２ＣＤ

，Ｅ 为ＰＤ 的中点。

求 证：（１）ＡＥ∥ 平 面 ＰＢＣ；
（２）ＡＥ⊥平面ＰＤＣ。

（利用电 子 白 板 和 几 何 画 版 引

入该问题 情 境，直 观 形 象 地 展 示 空

间几何体的结构特征。同学们很快进入状态，积极思考。让

学生独立思考五分钟后，分析已知条件，给出思路。）

师：从 已 知 条 件 中 得 知 它 是 一 个 四 棱 锥，可 为 什 么 它 的

底面却是一个三角形呢？

生：它是一个倒放着的四棱锥。

师：很好！（适时展示模型）

本题设置了两个问 题，第 一 是 证 明ＡＥ∥平 面ＰＢＣ，也

就是要证明线面平行。根据大家前面所学的知识，要证明线

面平行，我们有哪些途径呢？

生：线线平行。

生：还有面面平行。

师：对。那如果通过 线 线 平 行 来

证，它的关键是什么呢？

生１：只 要 证 明 ＡＥ 与 平 面ＰＢＣ 内 有 一 条 直 线 平 行

即可。

师：你的依据是什么？

生１：根据线 面 平 行 的 判 定 定 理：平 面 外 一 条 直 线 与 此

平面内一条直线平行，则该直线与此平面平行。

师：非常好。这样，我 们 就 把 证 明 线 面 平 行 的 问 题 转 化

成线线平行的问题来解决。那我们该如何找到这条直线呢？

生１：在平面ＤＰＣ内过点Ｅ 作ＥＦ∥ＤＣ交ＰＣ于点Ｆ，
连接ＢＦ，ＢＦ 就是我要找的那条直线。

（教师结合学生的 回 答，利 用 电 子 白 板 的 画 图 功 能 马 上

画出该辅助线，在 与 学 生 的 交 流 中 逐 步 呈 现 出 学 生 的 思 维

过程。）

师：这位同学在“体 内”添 加 了 一 条 辅 助 线，其 他 同 学 还

有其他的想法吗？

生２：老师，我的方法和他不同，我在“体外”添加辅助线。

师：好，你说。

生２：延长ＤＡ、ＣＢ 交于点Ｆ，连接ＰＦ。因为Ａ，Ｅ 分别

为ＤＦ 和ＤＰ 的中点，所以ＡＥ∥ＦＰ。
师：很好，这是你的思路，其他同学还有和他们不同的想

法吗？

生２：还可以通过面面平行来证。

师：好，你来说说。

生２：我根据 若 两 平 面 平 行，则 其 中 一 平 面 内 任 一 条 直

线都平行于另一平 面。我 只 要 在 平 面ＡＢＣＤ 内 过Ａ 作ＡＧ
∥ＢＣ交ＤＣ于Ｇ 点，连接ＥＧ。构造出一平面ＡＧＥ 与已知

平面ＰＢＣ平行。

师：不错。这也是 一 个 好 办 法。我 们 通 过 集 思 广 益，找

到了三种解决的途径，分别如下图。
（进而总结归纳出现有证明线面平行的几种方法———结

合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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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过 程 是 学 生 的 探 索 过 程，老 师 循 循 善 诱，以 问 题 串 启

发诱导为基础，是 引 导 学 生 驶 向 成 功 彼 岸 的 船。在 这 里，学

生通过网络 环 境，讨 论、交 流、了 解 新 知 识，发 现 新 方 法；同

时，教师则由施教者转 为 学 生 学 习 活 动 的 组 织 者、协 调 者 或

参与者，帮助他们揭示 获 取 数 学 知 识 的 思 维 过 程，主 动 建 构

自己的知识体系。
对于第二小题同样可以启发学生：要证直线ＡＥ 垂直平

面ＰＤＣ，只要证明直线ＡＥ 与平面ＰＤＣ 内两 条 相 交 直 线 垂

直即可。这是考查学 生 对 线 面 垂 直 的 判 定 定 理 是 否 掌 握 并

会灵活应用。证明的过程可由学生独立完成后展示其作品，
教师指导完善。

证明：方法一：
（１）在平面ＤＰＣ 内过点Ｅ 作ＥＦ∥ＤＣ 交ＰＣ 于 点Ｆ，

连接ＢＦ

∵Ｅ 为ＰＤ 中点　∴ＥＦ＝
１
２ＤＣ

∵ＡＢ∥ＤＣ且ＡＢ＝
１
２ＤＣ

∴ＡＢ∥ＥＦ 且ＡＢ＝ＥＦ
∴四 边 形ＡＢＦＥ 为 平 行 四 边 形　

∴ＡＥ∥ＢＦ
∵ＡＢ平面ＰＢＣ且ＢＦ平面ＰＢＣ
∴ＡＥ∥平面ＰＢＣ
（２）∵ＡＢ⊥平面ＰＢＣ　ＡＢ∥ＤＣ
∴ＤＣ⊥平面ＰＢＣ
∵ＢＦ平面ＰＢＣ　∴ＢＦ⊥ＤＣ……①
又∵△ＰＢＣ 为 正 三 角 形　Ｆ 为ＰＣ 中 点　∴ＢＦ⊥

ＰＣ…②
由①② 及ＤＣ∩ＰＣ＝Ｃ得ＢＦ⊥平面ＰＤＣ　
∵四边形ＢＦＥＡ 为平行四边形

∴ＢＦ∥ＡＥ　∴ＡＥ⊥平面ＰＤＣ
方法二：
（１）延长ＤＡ、ＤＣ交于点Ｆ，连接ＰＦ
∵ＡＢ ∥ＤＣ 且 ＡＢ ＝

１
２ＤＣ

∴ＡＢ 为 三 角 形ＦＤＣ 的

中位线，Ａ 为ＦＤ 的中点

又∵Ｅ 为ＤＰ 的 中 点　
∴ＡＥ∥ＦＰ

∵ＡＥ平面ＰＢＣ且ＦＰ平面ＰＢＣ
∴ＡＥ∥平面ＰＢＣ
（２）∵ＡＢ⊥平面ＰＢＣ　ＡＢ∥ＤＣ
∴ＤＣ⊥平面ＰＢＣ
∵ＰＦ平面ＰＢＣ　∴ＦＰ⊥ＤＣ
∵ＦＰ∥ＡＥ　∴ＡＥ⊥ＤＣ……①

又∵在△ＰＦＣ中ＢＰ＝ＢＣ＝ＢＦ＝ＰＣ

∴∠ＰＢＣ＝６０°　∠ＢＰＦ＝
１
２×６０°＝３０°

∴ＦＰ⊥ＰＣ
∵ＦＰ∥ＡＥ　∴ＡＥ⊥ＰＣ……②
由①②及ＤＣ∩ＰＣ＝Ｃ得ＡＥ⊥平面ＰＤＣ
方法三：
在平面ＡＢＣＤ 内 过Ａ 作ＡＧ∥ＢＣ 交ＤＣ 于Ｇ 点，连

接ＥＧ

∵ＡＢ∥ＤＣ且ＡＢ＝
１
２ＤＣ

∴ＧＣ＝
１
２ＤＣ

，即Ｇ 为ＤＣ的中点

又∵Ｅ 为ＤＰ 的中点　∴ＥＧ∥ＰＣ
且ＡＧ∩ＧＥ＝Ｅ，ＢＣ∩ＣＰ＝Ｃ
∴平面ＡＧＥ∥平面ＢＣＰ
∵ＡＥ平面ＡＧＥ　∴ＡＥ∥平面ＰＢＣ
最后，可 以 对 本 题 略 有 些 提 高，启 发 学 生 可 否 将 此 四 棱

锥补成一个三棱柱呢？

师：若 将 两 个 同 样 的 四 棱 锥 拼 接 而 成 一 个 新 的 几 何 体，
你有何发现？

思考一会，两三个男生突然喊出：它变成一个三棱柱。
（在电子白板上克 隆 一 个 一 样 的 四 棱 锥 并 翻 转，供 学 生

观察）
师：平面ＡＧＥ 和新三棱柱是何关系呢？

生：平面ＡＧＥ 就是这个新三棱柱的中截面。
本例题力图给学生提供思考、操作、交流的空间，让主体

主动构建自己的认知结构，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

师的主导作用。希望学生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
充分感受到成功的情感体验，领悟到转化的数学思想在解决

问题中所起到的重 要 作 用。同 时 又 培 养 学 生 的 空 间 想 象 能

力、逻辑思维能力和乐于探索，大胆创新的科学精神。课后，
利用电子白板的笔记保存分享和微课录制功能，把本道题的

详尽讲解分析过程推送给每个学生，便于他们课后对知识的

复习和巩固。
借助电子白板的多元交互和即时生成的优点，智慧校园

环境下的小组合作探 究 学 习，改 革 了 传 统 的 教 学 方 式，实 践

教法创新、学法创新。教师积极采用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学方

式，在注重基本知识和 基 本 技 能 的 教 学 的 同 时，关 注 学 生 的

学习过程、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掌握及学生们的情感、态度、价

值观的形成；在数学教 学 过 程 重 视 学 生 数 学 能 力 的 培 养；积

极开展信息技术与 课 程 教 学 的 整 合 研 究。应 用 网 络 环 境 下

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 新 型 教 学 模 式，一 改 传 统 教 学 的 满 堂

灌，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课堂上生生互动、师生互动的生动

场面，为学生创造了良 好 的 学 习 环 境，在 理 解 掌 握 知 识 要 点

的同时，极大地激发了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 和 能 力，提 高 了 教 学

的质量，给数学课堂带来了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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