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小 学数学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

２ 月 中 旬 （
初 中 ）

ＨＰＭ视角下的一般的

程的解法 （ 配方法 ）

上 滲 今 辛 而 初级 中 ｆ（
２〇０ （Ｍ ２

）
王 迭 故

３ ５００ 年 以前 ．

“

方程
”

就是 占 巴比伦人浓 拗嚴 彩地

展现 自 身 文明 的
一

颗明 珠 ． 那时候 ，
虽然没 有今天 意

义 卜 的任 何代数符号 ， 但 巴比伦人从实私 问题中 抽 象

出方程 问题 ｜ 并用 文字叙述和 阁形语 吉來解决 ， 同时

孪受 者
“

问题解决
”

带來的乐趣．

当然
， 不仅Ｍ巴 比伦人 ，

在方程问题 上 ， 数学家从

未停 止过探索 的脚步 ．

灌么站在 Ｅ 

＞

：人的肩膀上 ， 如何Ｈ 待古人 矜 经给出

的配方法 ， 它与教材中给出 的配方法存什么联系 ？ 在

滚滚 的历 史洪流 中 ， 为什么废 宑历史上而采用 现在 的

配方法 ？ 能否在教师的 引领下 ， 将历史上的所有方法

重现 ， 达 到返璞 ｉｎｋ 、 ＆为今用的 ｎ 的 ？ 融 人数学 史

的教学 设计如何既传承古 人的智 想 ， 又超越 己有的方

法 ， 既注 屯过程 弓能力 ， 乂立德树 人 ， 关注文化 ？ 为此

笔＃提 出 了 如 下教学 目 ｆｅ ：
（

１
＞会用

“

配方法
”

解
－

元

：次方程 ． （ ２ ）通过数 学史和 数学 文化的涔透 ， 体 会从

不问的 角 度思 考
“

配 力 的 方法 ． 即
“

化归
”

？ 想的 多样

化 ．
（３ ）鼓励学生积极探索 、＊动学习 ， 培养发散思维 ，

体会创新思想 ．

＿

、历史材料及其运用

公 元 ９ 世 纪 ， 阿 拉伯 数 学 家花拉 了 米 （ Ａ ｌ

－

Ｋｈ
－

ｗａｒ ｉ ｚｍ ｉ ，７ ８０？
？

８５０？ ）在他的 名 著 《代数学 》中就用 与

巴比伦人 丨

？

彳 样的思考方式 ， 图解
一

元二 次方程 ． 花拉

子 米把方 程写 成 Ｖ ＋
１ ０ｘ

＝
３９ 的形式 ， 并把方 程左边

？ 
＋  １ ０＊ 右作是由

一

个正方形 （边长为 ＊）和两个Ｎ样的斯形

（长为ｘ ．宽为５ ）构成的矩尺形 ，它的面枳为 ３９， 如图 １ 所示？

丁 是只 ？在这个图形上添加
？

个边长为 ５的正方形 ， 即可

得到
一

个完粮的正方形 ．这个正方形的面积为 ３ ９
＋ 夕 ＝ ６４ ．

于是知它的边长为 ８ ，因而得方Ｗ的正根 ｊ ：
＝

３ ．

里然那时候还未 出现负根 ． ｆｆｌ阁解的 ｌ

‘

ｉ观性 ４现

在符 号语宫的
一

致性足Ｍ 宠贵的财 富 ．

其实 ， 旱在 公元 前 ３ 世纪 《几何？本 》 第 ｎ 卷命题

６就给出 ｆ ｆｌｒｉ方法的 阁解 ： 若 条线段被 ｆ
？

分 ，
在 Ｋ－ ｍ

端冉增加 条线段 ， 那么总线ａ 与增 加线段 所 构成的

矩形 的 ［Ｍ积 与说线段 半 上的正 方形面积之和 ． 等于

原线段
一

半加上增加线所构成的 正方形的面枳 ．

阁解 如下 （如 阁 ３ ） ：

现在的 符号 语 ｒｉ ： ．啦 ＋ 塒 ＋
（

§
）
、

（
＊ ＋

１
）

－
’

， 这就足

配方法解 元 ．次Ａ ｆｆｉ的根源 ．

还值得关注的是 ： 中国汉代 ＜ 九窣？术 》中己銳有

？

元二次方 程 问题 ． 中 算家将方程 严
＝

＇

／
（
ｐ ＞ ０ ，

ｐ ｏ ）的解法称 为
“

开

带从平方
”

． 三国时代

数 学 家 赵 爽 在 注 释

《 周髀 饽经 》时 ， 讨 论

了 以 卜

＇

问 题的 解法 ：

而积 ， 求矩形 的长 和

宽 ． 赵 爽 的 几 何方法

实际 上可以用来解 三

．Ｖ

＋

／

＞ Ｘ

Ｘ

＼
＼

Ｘ ＋
Ｐ

＼

＋
Ｐ

ｔ
＋
ｐ

图 ４

类方程 ：

ｘ
２

＋
ｐ
ｘ
＝

ｑ
，
Ｖ －

／
？

＝
＜

ｊ
（

，

＝

９
＇

？ 其 中／
■

＞
＞ 〇 ，

７

＞
０ 

． 广解 Ｖ ＋
／
找 ＝

９
， 则将四个 ．宽为 ＊ 的矩形

（而积均为 ７
）和 个边长为 Ｐ 的小止方形拼成 个大正方

形？ 如 阁 ４ ，ｊ

？

足 大正 方 形 的 ［ｆｔｊ枳 力
／
Ｚ ＋ ４／

／
， 边 松 为

， 故得， ＋ｐ ”的正根为 ｘ

＝

二、教学设计与 实施

前 ［
ｆｎ我们研究 了

“

特殊的
一

元 二次方程的解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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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数学


学习 了开平方法和 因式分解法 ， 过程体现 了
“

化归
”

的

数学思想和
“

降次
”

的基本策略 ． 这节课我们开始学

习
“
一

般的
一

元二次方程的 解法
”

并思考它们之间 有

怎样的联系 ？ （写课题 ：

一

般的
一

元二次方程的解法 ） ．

（

―

）

一般的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探索 ．

例 １ 解下列方程 ：

（ １ ）
（
＊
＋

５
）

２
＝ ４０ ； （ ２ ） ＊

２

＋
１０＾

－

１５
＝

０

明 显地 ， 方程 （ １ ）用开平方法来解 ．

问 １ ： 如何解方程 （ ２ ） ？

生 １ ： 我发现这两个方程是同
一

个方程 的不 同形

式 ． 可以把方程 （ ２ ）转化成 （ １ ）的形式来解 ．

问 ２ ： 怎样将 （ ２ ）转化成 （ １ ） ？

生 １ ： 先将常数项 １ ５ 右移 ， 化成 ； １０＊ ＝１ ５ 的 形

式 ， 再两边加上 ２５ ， 即可 ．

问 ３ ： 为什么要加上 ２ ５ ？ 它和原方程的 系数有何

关系 ？

生 １ ： 根据完全平方公式 ａ
２

＋
２ａ６

＋
６

２
＝

（
ａ
＋

６ｆ ， 只

要两边同时加上
一

次项 系数
一

半的 平方 ，
左边就配成

了完全平方式 ． （这个时候不做纠 正 ， 等例 ２ 后
一

起 纠

正 ） （很棒 ！ 简洁 明 了 ）

问 ４ ： 除了 根据完全平方公式从 （ ２ ）到 （ １ ）
， 还有其

它的转化方法吗？

生 ２ ： 先将常数项 １ ５右移 ， 化成 ＋
１０＊ ＝ １５ 的形

式 ，
左 边 再化 成 办 ＋

１０）

＝
１ ５ 的 形 式 ， 到

［（
； ｃ


＋

５
）

－

５
］

咖 ＋
５

）

＋
５

］

＝
１ ５ 的形式 ，再利用平方差公式即可 ．

（ 很棒 ， 利用平方差公式 ， 也可 以将方程
一

边配成

完全平方的形式 ． 思考得当 ）

问 ５ ： 这个变形中的 ５ 是如何想到 的 ？ 它 与原方程

的系数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

生 ２ ： （
＊


＋ ５

）
是 ＊ 与

（
＊


＋ １０

）
的平均数 ，

５ 就是
一

次

项系数的
一

半 ．

可见 ， 这两种过程在本质 上是相 同的 ， 可 以说有

异 曲 同工之妙 ， 配成的完全平方式都与
一

次项系数有

关 ． 至此 ， 也为完 全平方公 式与平方差 公式的学 习 之

必要性找到 了 根源 ．

我们把原方程进行变形 ， 转化成仓 ＋

ｍ
ｆ 

＝

ｎ 的形

式 ， 再开平方法解之 ， 这种解
一

元二次方程的方法 叫

配方法 （ 补充课题 ） ．

（
二

）追本溯源 ．

在前几节课 的 学习 中 ， 已经了 解到 ： 古代 巴比伦

人在 ３５ ００ 年 以前 ， 就给出 了
一

元二次方程的解法 ． 那

时候没有今天意 义下 的任何代数符号 ．
想象

一

下 ， 他

们是怎么解方程的呢 ？

生 ： 用文字叙述或者用 图表示 ．

（观看 ＢＢＣ 记录片 《数学 的故事 》节选 ， 做简单 了

解 ）

根据观看 ， 发现 ：
３５ ００年前的 Ｅ比伦人 ， 确实用 文



２ ０ １ ９年 １

－

２ 月 中 旬 （ 初 中 ）

字叙述来解
一

元二次方程 ， 但后来又发展到用 图形来

解 ． 我们 试着来还原
一

下 图形解释 ， 看与我们现在 的
“

配方法
”

有何异 同 ？

问 ６ ： 古人巧妙地将平方对应正方形面积 ，乘积对

应长方形面积 ． 方程（ ２ ）可做怎样的图解 ？

生 ３ ： 先将常数项 １ ５右 移
，
化成 Ｖ ＋

１０＊ ＝１ ５ 的 形

式 ．

生 ３
： 将如下左图分割再 成正方形 ， 如下右 图 ．

１ ０

？ １０５５

２５

（ 很棒 ！ 数形结合 ，拓 宽思维 ． ）

问 ７ ： 如果将 前面 的代数解法和 图形解释进行 比

较 ， 其实相当于对方程做 了怎样的变化 ？

与我们总 结的
“

常数项右 移 ， 两边加上
一

次项系

数
一

半的平方
”

有关系吗 ？

把这个过程用代数语言写 出 来 ： ＊
２

＋
ｌ （ｋ －

１ ５
＝ ０

＝＞ａ：

２

＋ １０＊ ＝ １５＊
２

＋ １０＊

＋５

２

＝
 １５＋

５

２

＝＞
 （
＊


＋５

）

Ｊ
＝ ４０

＝＞ ；？

＋

５ 

＝
±２ ％

／
ＩＵａ

＝
２ ％／Ｔ５ 

—

５ ，

＝■ 可

见 ， 代数解法和 图形解释完全
一

致
．
图解 可 以更 好地

理解配方的法则 ．
^

问 ８ ： 在观看短片时 ， 巴比伦人是直接给 出 的长方

形 的面积 ， 并没有画成正方形加长方形的形式 ， 而是

直接将长方形通过拼补成正方形 ， 从而开方求解的 ．

思考对于方程 Ｖ 
＋ ｌ （ｋ

－

１ ５
＝ ０ 而言 ， 长方形表示

什么含义 ？ 又是怎么拼补成正方形 的呢 ？

生 ４ ： 先将常数项 １５ 右移 ， 化成 ＊
２

＋
ｌｔｏ ＝

１５ 的形

式 ，左边再化成 ； ＊：

（
；？ ； ＋  １０

）

＝
 ］ ５ 的形式 ， 其中的 ｘ表示长

方形的
一

条边 ， １０ 表示另一条边 ， 长方形的面积就

是 １ ５ ．
取长与 宽的平均数 ， 以丰均数为边就可 以拼补

成 正方形 了 ． 正好解释 了 我们上面配方的 第 二种方

法 ． （将学生的思考与 图形结合如下 图 ）

代数过程同上．

，

生 ５ ： 将边长为 ＊ 和 ｘ ＋
１０ 的长方形面积平均分成

４份 ， 再重新拼组成边长为 ＊
＋

５ 的正方形 ， 中 间恰好空

出
一

个 以
一

次项系数的
一

半为边长的正方形 ， 这样边

长为 ；ｃ

＋

５ 的 正方形的面积就是 １ ５
＋

５＼ 再开平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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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小 学教学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

２ 月 中 旬 （初 中 ）

之 ． 图形如下 ．

在上课 过程中 ， 所存 同学都对这种方法大 加 赞

赏 ． 静静地聆听 该生 的作 图讲解 ，
然后给 出 欣赏之后

发 自 内 心 的
“

哇
”

的赞叹 ！ 而这种倾听 、分 亨 、提升 的

过程本身就是立德树人 ！

其实 ， 这种方法就是历 史上赵 爽 在注释 《周髀算
｜

经 》时用 的解 元二 次方程的方法 ， 学生与 数学家在 １

方法上的 异曲 同工之妙 ， 大大增强 了 学 习 的 自 信心 ．

由 于我对这
一

历史 不熟 悉 ， 错过了 深刻讲解 的机会 ，

只 有留到课后弥补 ， 缺失 了教 育的时 效性 ， 实乃憾事 ．

师 ： 从方法的 角度而言 ， 图解可 以更好地帮我们

理解文字语 言 与符号语 言 ， 简洁的符号语 言是从复杂

的文字语 言过 渡到 代观的 图形语 言 ，
再总 结得到 的 ．

三种语言之 间是相通的 ． 从知识 的角度而 言 ， 也 发现 ，

完全平方公式与平方差 公式是相通的 ， 配方法与 因式

分解法 、开平方法也是互相转化 ， 相通的 ．

问 ９ ： 通过对历 史的 丫解 ．你怎样看待
一

元二次方

程的图解 ？

生 ６ ： 这种 图形解释 很直观 ， 与代数方法也是相迎

的 ， 但它 也有其弊 端 ， 就是 ： 在 当时 ， 人们还不能接受

负数 ， 也不考虑负根 ．

生 ７ ： 它可 以很 好地解释 ： 为什 么配方时 两边 要加

上
一

次项系数
？

半 的平方 ， 让我的理解更深刻 ．

公 元 ９ 世 纪 ， 阿拉 伯 数 学家花 拉 子米 （ Ａ ｌ

－

Ｋｈ
－

ｗａｒ ｉｚ ｍ ｉ
，
７８ ０ ？

？

８５０ ？ ）在他 的 名著 《代数学 》中 也解

过类似的方程 ， 由 于 当时符 号语 言还未得到发展 ， 他

采用的就楚同 学们给出 的第
一

个阁形 的解释方法 ． 进

而上升到更
一般方程 的解法 ．

师 ： 数学 知识就如潺潺 流淌 的淸 枭 ， 研宂历 史 ， 可

以让我们 的 ＊脚 点 史岛 ， 站在 臣人 的肩膀 匕
一

定沿

得 更岛 ．虑得更远 ： 研宂历 史不是为 了 复古 ， 而 １借古

明 今 ， 古为今用 ．

（ 三 ）发散思维
，
举一反三 ．

上面得到 的配方法是否适用于 其它 的方程 ？ 你

会采用哪种方法解下列方程 ？

例 ２ 解下列方程 ：

（ １＞ ｈ
２

＋１

＝
０ ． （在错 误中 形成规范 ， 强化细

节 ）

（ ２ ） ４＊
２

＋
１ ２＊

－

７ 

＝
０ ． （ 因式分解 、多 种形式配方 ，

两种 图解 ， 为下节课做铺垫 ）

（ ３ ） ＾ －

７１
－

５０ 

＝
０ ．

（可考虑 另
一

个完全平方式图

解 ）

方程 （ １ ）不 能图解 ， 配方时 强调 ： 先将
＇

．次项系数

化为
“

ｒ
， 两边加 上

一

次项 系数
一

半 的平方 ， 才 能 配

方 ． 也就 是图 解是 帮助我们理解的 ， 落脚点还得在从

复 杂到简 单的 符号总 结上 ， 这才是 古为今用 的体现 ．

方程 （ ２ ）学习配 方的Ｎ时 ， 不要 忽视已学 的方法 ， 因式

分解 、 多 种形式配方 ， 两种 图解 ． 体现思 考 的 多样性 ，

也为下节课做铺垫 ．
方程 （ ３ ）的解法图形形式有两种 ：

第
一

种 ： 体现 了（《

－

ａ
）

２

，ｍ 不 易理解 ．

第二种 ： 融会贯通 ， 简单 易懂 ．

７

２

７

２

上述解法中 ， 无 论是代 数语 言 与 图形语 言 ， 都 完

美体现 了 两个完全平方公式学 习之必要性 ． 邢逛通过

适 当 分配或 变形将原代数式或图形变成完 全平方 式

或正方形 ， 解决 问题 ，

“

顾 名恩 义
”

， 这就足
“

配方法
”

名

称的由来．

（ 由 于时 间 的缘故 ， 这 种配方法没有 让学生 自 行

设计完成 ， 似在 课下 学生的 问 卷 调杏 中 ， 冇不 少学 免

给出 了 第二种 画法 ， 他们达到 了融会 贯通的程度 ）

我的导师 曾说 ：

“

今人不 见古时 月 ， 今 月 曾 经照 古

人
”

，
浩瀚的数学历史正 如这 天上的 明 月 ，

古人 呰经让

数 学如此辉煌 ， 而我却对此知之甚少 ， 多 想和你们
＿

起找到打开这把大 门 的钥匙啊 ！ 用 曹操《短歌行》 中

的 ？

段话表达我的感受 ： 明 明如 月 ， 何时 可掇 ， 忧从中

来 ． 不可断绝 ．

三
、学生反馈

课后对 ３ １ 名听课学生进行 了 问 卷调査 ： 所有学生

都认 为
“

了解配方法解
…

元二次方程的历史
”

， 对学 习

奋帮助 ， 具体 如下 ： 使 学习 的 内 容更有趣 ， 对配方的理

解 史到位 ． 了解配方法的源 头 ， 开阔视野 ， 与现在 的方

法做 出 比较 ， 可 以站 在 巨人 的肩 膀上学 习 和探索 ．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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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可以用 多种方法解决同
一

问题 ． 试着将 自 己融入

那个时代 ， 理解古人是如何从无到有地创造出
一

种方

法 ，用 古人的思维解决问题 ， 体会到古人的智 慧 ， 激励

我们要将智慧传承下去并想办法创造出 自 己的思维 ．

所有学生都认为不可 以去掉
“

图解
”

的教学环节 ，

理由如 下 ： 图解可 以把代数 、 几何与 实际 生活联 系起

来 ， 是当时解法的 巅峰 ． 图解很直观 ， 也可以很好地解

释现在符号语言的配方法 ， 让我深入地了解并掌握这

节课 的知识 ， 而且可以了解配方法的演变与完善的过程

让我认识到 自 己在创造图形方面的不足 ，可以拓宽思维？ 虽

然没有负根 ，但我认为图解是完美的 ，不仅简洁直观， 也可以

与完全平方公式 、平方差公式的图解找到联系 ．

用配方法解关于 ｘ 的方程 ： ＊
２

＋ ６＊

＝
Ｃ （ Ｃ

＞ ０ ） ， 你

还能画 出 其它形式的几何模型吗 ？ 这个 问题我的本

意是想让学生从字母表示数 ， 分类讨论的角度思考 问

题
，
再考虑无论 ６ 是正或负 ，

图解是
一

致的 ． 但这
一

要

求显然过高 ，其中有 ７ 位 （ 占 ２２ ． ６％ ） 同学未给出任何图

形 ；
１ １ 同学 （ 占 ３ ５．５％ ） 同学对课上杨修远同学 的图解

十分感兴趣 ， 并在这个 问 题上加 以 了 实践 ， 但都是考

虑的 ６ 为正的情况 ；
还有 ２位 （ 占 ６％ ）同学想从分割成

三角形后再拼成正方形入手 ，
但发现并不正确 ． １４ 位

（ 占 ４５ ．２％ ） 同学选择 了花拉子米的 方法入手 ， 从
一

般

情况画 出 了 图解 ，
说 明 掌握了 配方的 图解过程 ．

（有 ３

位同学选 了两种方法画出 图解 ）

第 ４个 问题 ， 是为下节课的
“

公式法
”

做的铺垫 ， 其

中有 ３ 个同学 ， 说可以乘以 ４ａ
；
１ ５ 位 （ 占 ４８ ．４％ ）的 同

学 ，选择两边乘以 ａ ， 理 由 是二次项系数为完全平方 ；

还有 １ ２位 （ 占 ３８ ． ７％ ） 同学说两边乘以
｜

， 即用本节课

的配方法来解决 ． 有 １ 位 同学直接配方 ． 整体而言 ， 可

以说都掌握了本节课的配方法 ，也达 了思锻５展的目 的 ．

在印象最深环节的调 査 中 ， 有 １ ６位 （ 占 ５ １ ． ６％）的

同学对 ＢＢＣ 的视频感兴趣 ， 原因有 ： 那
一

刻 ， 感觉 自 己

走进了 巴 比伦人的生活 ， 和他们 的思想和 智慧产生 了

共鸣和交流 ． 真正感觉到 了把数 学运用 到现实生活 中

去 ． 之前看过 ， 但没有深刻的 印象 ， 学过配方法后 ， 再

看 ， 觉得有所感悟 ． 而且 ，
这种方法到 现在还在用 ， 体

现出 古人解法的 重要性 ， 对古人的 智 慧充满崇敬之

心 ． １ ３ 位 （ 占 ４ １ ．９％） 的同学对 图解方程感兴趣 ， 原因是

方法很巧妙 ， 除 了老师预设的方法 ， 同学还想 出来别

的方法 ， 很了不起 ， 开动思维的过程也裉有趣． 感觉数

学是灵活的 ，没那么死板 ． 让我感受到 了 发散性思维 ，

没想到解个方程会有那 么多 方法 ． 还有
一

位同学对总

结的环节印象深刻 ， 认为总结是非常必 要的 ， 不仅仅

是老师的 总结 ， 学生更应该 去做总结 ， 总 结不仅巩 固

课上的知识 ， 还让同学对知识和数学的理性精神有更

深的研究 ．

四 、教学反思

（

―

）知识之谐 ： ＨＰＭ视角 下的
“

配方法
”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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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处处体现的是前后 知识 的贯通 ： 七年级 的平方差 、

完全平方式的代数表征与图形表示 ， 揭示 了 知识之间

的连续性 ， 也为
“

平方差和完全平方
”

学 习之必要性做

出 了说 明 ． 思维方法的
一

致 ： 在几何教学 中文字语 言 、

图形语言和符号语言的相互转化是很常见的 ， 它的优

势显而 易见 ． 解
一

元二次方程中不 同形式的 配方也显

示了代数表征与 几何表征转化的能力 ． 它还是前人不

断探索 、归纳 、创新的结果 ． 从数学思想来看
“

配方法
”

也是数学发展史 的缩影 ． 体现了 知识的和谐 ．

（
二

）探究之 乐 ： 在探 宂如何配方的过程中 ， 学生

不仅给出 了直接用完全平方式来配方的 过程 ， 还在探

宄的基础上用平方差公式达到配方的 目 的 ， 体会到异

曲 同工之妙 ． 更甚者有学生将这方法在作业 中 用得得

心应手 ． 在还原历史上配方的过程中 ， 学生不仅还原

出 古巴 比伦人的方法 、还推导 出 公元 ９世纪 ， 阿拉伯数

学家花拉子米的图解方法 有种穿越时空与 古人对话

之感 ． 更甚者 学生的思维更深 ， 更远 ， 探宄 出 教师预设

之外 的配方法 ， 让他们很 自信地相信 ： 自 己不比数学

家逊色 ， 有时甚至能超越他们 ．
这种探宂 互相启发 ， 其

乐无穷 ． 正如学生在问卷中所说 ：

“

大家不仅还原 了古

人 的方法 ， 还
‘

脑洞大开
’

， 想 出 了连老师都没有思考

到的方法 ， 很 了不起 ，
这种开动思维 的过程很有趣 ．

”

（
三

）
方法之美 ：

不同的代数配方之间存在着异 曲

同工之妙 ： 而代数解法与 几何图解之间相依相偎 ， 互

相＃化 ， 柔美地游弋在理性的 数学之间 ， 让理性 的数

学变得柔和 ． 不 同的 图解显示 出 图形本身的对称美 ，

思考方法多样性展现 出 智慧纷呈美 ， 思维 的 发散美 ，

最终发现所有方法可以 归纳到 同
一

种情况 ， 犹如百川

归海 ，感悟到思维本质的
一

致性 ，这是数学的最高境界之

美？ 正如学生在问卷中所说
一

道简简单单的
一

元二次方

程 ，竟不只是
一

道方程 ，还是
一

块拼图 ，

一

亩田地 ，甚至可以

形成头脑中千变万化的图形 ，这才是数学的美？

”

（四 ）
文化之魅 ： 从古巴比伦人解一元二次方程的

视频中 ， 可 以充分体会到古人的智 慧． 感悟到 ： 数学源

于生活 ， 高于生活 ，
绝不等 同于生活 ， 是 人类经过抽

象 、推理 、建模后思想的结 晶 ． 所 以教育教学 中的关注

点
一

定 是 ： 数学的精神 、数学的 思维方法 、研宄方法 、

推理方法和看问题的着眼点 ， 因为这才是数学文化的

本质 ． 正如学生在 问卷中所说 ：

“

那
一

刻 ， 我感觉 自 己

走进了古巴比伦人的生活 ， 和他们 的思想和 智慧产生

了 共鸣 ．

”

这正是文化的魅力所在 ．

（
五

）

一

点儿遗憾 ： 由 于教师对 《九聿 算术 》 中 的
“

开带从平方
”

和 《几何原本 》命题 Ｉ Ｉ ． ６ 的思考不是很

深刻 ， 导致在学生给 出新的 图解时无法从本 质上给予

解释 ， 让我深刻地体会到
“

学无止境 另 外 ， 由于学生

拼 图时间太长 ， 所以
“

小结
”

有些匆匆 ， 这些 只得在课

后弥补 ， 缺失了 时效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