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小 学数学

ＨＰＭ视角下

２ ０ １ ８ 年 １
－

２ 月 中 旬 （初 中 ）

初 中数学概念教学的若干特^

－基于
“

反比例 函数
”

同课异构教学案例的分析

上 渗华 亦 坪 Ｃ大ｆ表 秤表ｔ ｆ 芪 （
２０００６２ ）王 鑫 票 小妮 誣乾 勤

“

反 比例 函数
”

是苏 教版初 中数学八年级下第九

章
“

反比例 函数
”

的第
一

节 ， 反比例 函数是刻画现实世

界 中 数量关系的
一

种有效 的数 学模型 ． 在此之前 ， 学

生 己经知道成 比例 、正 比例 关系和反 比例 关系 ， 学 习

过正 比例 函 数 、

一

次 函数和分式的概念． 本节课就是

要在此基础上 ， 通过分析现实生 活中 具有 比例 关系 的

具体事例 ， 从函数 的角度 出 发研究 反 比例关系 ，
引 出

反比 例函 数的概念 ， 认识其中变量和变量之间的依赖

关系 ，
体会函 数 的意义 ，

为 以后高 中 阶段 的 函数学习

奠定基础 ． 本节课的教学 目 标是 ：

（ １ ）理解 反 比例 函数 的概念和意 义 ， 掌握反比例

函数的表达式 ；

（ ２ ）体验和探索 具体问 题中 的数量关系和变化规

律 ， 能用 反 比例 函 数进行描述 ； 经历建立反 比例函数

关系的过程 ， 体会函数是反映两个变量相互依赖关系
ｉ

的数学模型 ；

（ 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 ，揭示概念 的背景 ， 懂得数

学与人类生活有密切 的联系 ， 了解数学 内容 中普遍存

在着 的变化和相互联系的规律 ， 体会辩证唯物主义观

点 ．

在第 四 届 ＨＰＭ研讨会上 ， 来 自江苏 的教师 Ａ和来

自上海 的教师 Ｂ分别就
“

反 比例函 数
”

这
一

课题进行了

同课异构 的教 学展示． 教师 Ａ采取较 为 常规的方式进

行教学 ， 教师 Ｂ 则从 ＨＰＭ 的视角进行 了教学设计 ． 教学

对象 为初二年级同等层次的两个班级 ， 授课教师 Ａ和 Ｂ

的教龄均超过十年 ， 教师 Ａ 为本班授课 ， 教师 Ｂ是借班

授课 ， 对班级情况不熟悉 ．

本次会议安排 同课异构课例展示 ， 目 的是为广大

数学教育研究者 、 中 小学
一

线数学教师搭建学术交流

平台 ，
为不 同视角 的概念教学提供相互借鉴和学习 的

机会 ， 以期望建立 ＨＰＭ 学习 共同体 ． ＨＰＭ 关注历史相似

性
，
提倡将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 ． 英 国 哲学家斯宾塞

曾说 ：

“

儿童所受的教育必须在方式和安排上 同历史

上人类的教育
一

致
”

， 又说 ：

“一

般教起来使人觉得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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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甚至讨厌的知识 ，依 照 自 然的方法就成为 极其有趣

和非常有益 的 鉴于 目前 ＨＰＭ 视角 下的 教学实 践较

少 ， 多数中学数学教师 对 ＨＰＭ缺乏了 解 ， 本文拟通过对

Ａ 、Ｂ 两位 教师 的教学进行 比较 ， 总结 出 ＨＰＭ视角下初 中

数学概念教学的若干特点 ．

１ ． 教学流程 比较

表 １ 给出 了两节课 的教学流程的对 比 ．

表 １ 教师 Ａ与教师 Ｂ教学流程对比

课堂

环节
教师 Ａ 教师 Ｂ

新课

引入

？借助“核心概念图谱
”

复习函

数的概念和已学函数 ．

？

《太上感应篇 》中店主
“

入重

出轻
”

的故事 ， 引入秤的模型 ．

新知

探究

？探究行程问题 ， 自 由 设置变

量 、常量 ， 构造不同函数关系 ；

？通过 ４ 个具体情境找 出两个

变量之间的反比例关系 ；

？

引 导学生以填空的形式总结

出反 比例函数的定义 ．

？

利用天平模寧做实验 ， 分别

控制变量 ， 得到正 比例关系和

反比例关系 ；

？

引导学生归纳出反 比例函 数

的定义 ；

？解释反比例 函数 中
“

反
”

的含

义 。

练习

巩固

？搜集生活中的反比例关系 ；

？

判断和辨析反 比例函 数 ；

？应用和变式 ．

？

判断和辨析反比例函数 ；

？应用
；

？寻找生活中的反 比例 函数 ．

课堂

小结

？

教师总结所学知识 ．

？

分析
“

入重出轻
”

的利弊 ；

？学生谈这节课的收获 ；

？教师总结升华．

从表 １ 可见 ， 教师 Ａ采用 的是较为常规的教学方

式 ， 借助
“

核心概念图谱
”

复 习 旧知 ， 回顾函 数的概念 ；

接着在行程 问题 中将路程 、速度和时 间三个量 自 由 设

置成变量或常量进行探究 ，
构造不 同 的函数关系 ， 引

出反 比例函 数的概念 ； 然后启发学生寻找生活 中 的反

比例关 系 ， 并通过练习 辨析反 比例 函数 ； 最后进行课

堂小结 ． 教师 Ｂ通过《太上感应篇 》中店主
“

入重 出轻
”

的故事 引入新课 ， 利用秤和物理上的天平模型做实

验 ， 分别控制变量 ， 引 导学生从 中发现正 比例 和反比

例关系 ， 得 到反 比例 函数 的概念 ； 然后通过练习 判断

和辨析 反 比例 函 数 ； 最后是课堂小 结 ， 并通过法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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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渗透数学学科德育 ．

教师 Ａ注重学生 已有的认知基础 ， 注重数学与生

活之 间的联系 ， 从学生 已经学过的行程 问题入手 ， 启

发学生去 发现诸如工程问 题 、商品 问题 和面积 问题中

蕴含的反 比例关系 ．

教师 Ｂ 也注重数学与生活的联系 ， 且更加注重旧

知与新知之间 的联系 和过渡 ， 但在探究环节利用天平

模型得出 正 比例和反 比例关系所花费的时间较长 ．

２． 新课引入环节比较 ．

在新课 引入环节 ， 教师 Ａ借助学生课前所画的
“

核

心概念 图谱
”

回顾函数的概念 ， 复习 相关知识． 教师 Ｂ

则通过 《太上感应篇 》中记载的店主
“

入重 出轻
”

的故

事 引入新课 ， 并把秤带入课堂 ，激发学生 的学 习兴趣 ．

以下是两位教师的教学片断 ．

【教师 Ａ的教学片断 】

师 ： 从今天这节课开始我们要学 习 反 比例 函 数 ，

在正式开始学习新课之前 ， 请大家关注 ３个问题 ： 什么

是函数 ？ 我们学 了哪些函数 ？ 我们通过对哪些方面

的研究来学 习 函数知识的 ？ 同时打开核心概念图谱 ，

在作业 中去寻找答案 ． 请 同学来为我们分享 ． （投影展

示
一

名学生的核心概念图谱 ）

生 ： 函数是指在变化的过程 中 ， 两个变量 ＊和 ｙ ， 如

果每给
一

个＊都有唯
一

确定的 ｙ与之对应 ， 那么 ｙ就是

ｚ 的 函数 ． 我们学 习 了
一

次函 数 函 数

的表达方法有三种 ：列表法 、 图象法和解析式法 ．

师 ： 我们现在学 习 和掌握了
一

次 函数 、 正 比例 函

数 ，
通过数形结合 ， 学 习 了 函数的 图象 、表达方式等

等 ．

【教师 Ｂ的教学片断 】

教师 Ｂ首先在 ＰＰＴ上展示 《太上感应篇 》 中 的
一

则

故事 ： 明朝万历年间 ， 扬州有
一

家大杂货店 ， 店主在临

死的时候吩咐儿子说 ：

“

我平生起家 ， 全靠这杆秤 ， 这

个秤乃是 乌木合成 ， 中间空 的地方藏有水银 ， 秤出 的

时候就将水银倒在秤头 ， 秤入的时候就将水银倒在秤

尾 ． 这样 的入重出轻 ， 就是我致富的原 因 ． 但 目 前竞争

敗烈 ，也只能＾淡经营 ，希望你 勝力 ，争聰转局面 ．

”

师 ： 什么是秤 ？ （ＰＰＴ展示秤的图片 ）秤由 四个部分

构成．
？秤盘 、秤提纽 、秤杆和秤砣 ． 大家知道 怎样使用

秤吗 ？ 今天老师就带 了
一

杆秤． （ 教师现场演示如 何

用秤称橘子 ）正常称重时 ， 将物体放入秤盘 ， 通过调节

提纽和秤砣间的距离找到平衡 点 ． 在称的过程中 ， 提

纽的位置和秤砣的重量保持不变 ， 因此 ， 物体的 重量

与 秤砣离开提纽的 距离之间存在
一

定 的关系 ． 那么 ，

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

在本环节 ， 两位教师 都借助小道具引入新课 ．

“

核

心概念图谱
”

是教师 Ａ所在学校的特色之一 ， 让学生课

后 自 己整理和 总结 已学知识 ， 在头脑 中 自主建构较为

完整 、系统的 知识网络结构 ，而不是
一味地被老师牵

着鼻子走 ， 被老师灌输式地注入大量 知识． 该方法强

调了学生的 自主性
， 体现 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

教师 Ｂ利 用
“

入重 出轻
”

的故事激起 了 学生浓厚的

求知欲望 ， 秤的 出 现更是令学生眼前
一

亮 ， 让学生有

想要
一

探究竟 、 识破店主卑鄙手段的冲动 ， 体现 了
“

德

育之效 但文言文的史料对学生有
一

定的难度
， 没有

给学生充足的时间 阅读领会 ， 建议可 以对史料进行适

当加工或制作成微视频 ， 使这则故 事更加生动 易懂 ，

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３ ． 新知探究环节比较

在新知探究环节 ， 教师 Ａ 首先提 出 问题 １ ： 将行程

问题 中 的路程 、速度和时间三个量 自 由设置成变量或

常 量 ， 构 造 不 同 的 函 数 关 系 ， 并 给 出 示 例 ： 当

ｉ；
＝

８０ｋｍ／ｈ 时 ， 有 ｓ
＝

８０ｔ ， 这便是 以前学过的正 比例函

数 ． 学 生 探究 的 结 果 有 ： 令 路程 为 ２００ 公 里 ， 则

，
自 然便得到 了 反比例关系 ． 接着 ， 问题 ２ 给 出

了 四个生活中 的情境 ，
要求学生用 函数表达式分别写

出两个变量之 间 的关系 ． 以下是教学片断 ．

【教师 Ａ 的教学片断 】

师 ： 同学们列 出 的这些式子都具有相 同 的形式 ，

这种形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反比例 函数的结构 ． 大

家 回忆
一

次函数的定义 ， 通过观察进行模仿 ， 尝试 自

己给出 反 比例 函数的定义 ． （学生在学案上通过填空

完成反比例函数的定义 ）

生 ：

一

般地 ， 形如 是常数 的函数叫做
Ｘ

反 比例 函数 ， 其 中 Ｚ 是 自变量 ， ｙ是 ％的 函数 ４ 是 比例

系数 ．

师 ： 很好 ，这个就是我们对反 比例 函数 的定义 ． 从

它的结构
４

， 结合最近所学的分式 ， 你们认为有没
Ｘ

有什 么需要注意的 ？

生 不能等于 ０ ．

教师 Ｂ利用秤和物理上的天平模型 （如图 １ 和 图 ２

所示 ）做实验 ， 分别控制变量 ，
引 导学生从 中发现正 比

例和 反比例关系 ．

图 １ 秤图 ２ 天平模型

图 ２ 中 ， ０ 点是秤提纽所在的位置 ，
ｍ表示物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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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
／ Ｉ表示秤砣的重量 ． 正常称重时 ， 距离 ａ和秤砣的

重量 ＾ 保持不变 ， 将多次实验得到的数据填入表 ２
， 可

以看 出 ６ 与ｍ 成正比 ． 类似地 ，控制ａ和 ｍ不变 ， 将实验

数据填入表 ３ ， 可以看 出 ６ 与 《成反比 ．

表 ２ａ和 ｒａ不变 ，
６和 ；ｎ之间的正比例关系

数据 ａ
 （
ｃｍ

）
ｒａ

（ｇ） ６ （
ｃｍ

）
ｍ （ｇ）

第 １ 次 ８ １００ ４ ５ ０

第 ２次 ８ １ ００ １２ １５０

第 ３次 ８ １ ００ １６ ２ ００

表 ３ａ和ｍ不变 ，
６和 ｎ之伺的反比例关系

数据 ａ
（

ｃｍ
）

饥
（ｇ）

６（
ｃｍ

）
ｎ

（ｇ）

第 １ 次 ８ １ ００ １６ ５ ０

第 ２ 次 Ｓ １００ ８ １００

第 ３次 ８ １００ ４ ２００

【教师 Ｂ的教学片断】

师 ： 正常称重时 ， ＾和 ＾保持不变 ， 通过调节 ６ 的大

小从而称得ｍ 的重量 ， 随着 ；ｎ 的增加 ， ６ 也在增加 说

明 ６和 ｍ之间有
一

定 的关系 ． 那么这个 内 在关系是什

么呢 ？

生 ：
ｍ和 ６的 比值都是 １ ２ ． ５ ．

师 ： 可以写成 １＝啉 ＿〇
）

， 两＋变量的 比值是
一

７７１ｆ

个非零 的常数 ， 就称 ６和 ｍ成疋比例 ． 如果 ６ 用字母 ｙ

来表示 ，
＾用 尤来表示 ， 跟函数结合起来 ， 你们觉得７是

＊的函数吗 ？ 把７和 ＊ 的关系式写 出来．

生 ： 是常数
，

ｆｃ＃ ０
） ．

师 ： 如 果两个变
．

量符合这种函数关系 ， 它就是我

们学过 的正比例 函数 ． 刚才在正常称重时是这样的 ，

那故事中店主怎样
“

入重出轻
”

呢 ？ 我们先看
“

入重

如果同样是称这个物体 ， 物体的重量不变 ， 提纽的位

置是不变的 ， 水银倒 向秤尾 ， 相当于改变 了秤砣 的重

量 ， 要调节距离 ６才能达到平衡 ． 也就是 ａ和 ｍ保持不

变的时候 和 ７Ｚ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 同样的 ， 继续赋

予 ａ和 ｍ固定的值 ，研究在平衡关系下 ６和 ｎ 的数量关

系 ．

（学生上讲台做实验 ）

师 ： 天平平衡 了 ， 你有成就感吗 ？ （ 全班同学都笑

了 ）观察
一

下 ， 随着 ｒｅ的增加 ，
６反而减小……

生 ：是反的 ．

师 ：
我们觉得成反 比 ，那怎样的反 比例 ？ 如果两

个变量的乘积是一个常数 ， 即 场 我们称两

个变量成反 比例 ． 同样 ， 如果把 ６看成ｐ ｎ看成ｈ
？

那么

ｙ和 ｚ之间的函数关系是怎样的 ？，

生 ： ７
＝

｜
认是常数 ，

以０
）

？

师 ：
这样的 函数我们把它称作反 比例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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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 ， 教师 Ｂ总结反 比例函数的定义 ， 并解释反比

例函数中
‘
＜

反
”

的含义 ．
＇

师 ： 四个量成比例可以写成乘积的形式 ，

或者 ａ 与 ６ 的 比反而是左右两边重量的反 比 ，

〇ｍ

反 比例函 数最初的起源就是两个量的反 比 ，

“

反
”

其实

雜是
“

倒过来
”

的意思 ． 原来 ， 成正 比例和成反 比例源

于成 比例 ， 它们都是等价的 ． 通过刚才的故事 ， 你觉得

店主这样做的利弊是什么 ？ 

“

入重
”

导致读出来的数比

实际重量要轻 ， 少 了分量． 看似店主赚了钱 ， 其实他失

了 什么 ？

生 ： 失了信誉 ．

师 ： 所以 ， 得和失是相对的 ． 再看 与 ＊成反

比７与
１成正比 ，所以 正和反也是相对的 ． 反比例函
Ｘ

数的
“

反
”
一

开始是
“

倒数
”

的意思 ． 当 ＊增大时 ｙ减小 ，

当＊减小时 ｙ增大 ， 它们 的变化关系是反 向变化的 ． 后

来随着赵数的进入 ， ｙ
＝
—

ｚ 是正 比例 函数 ， 但它也满

足当 ＊增大时ｙ减小 ． 所以只依据
“

倒数
”

来判断是否为

例 函数就不合适了 ， 还要加入
“

负
”

的概念 ， 但原

来反 比例函数这个术语就
一

直延续下来了 ，其中加入

了新的概念 ， 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
“

旧瓶装新酒

比如 ｙ
＝
＿ｉ

 ， 在
一

定 的条件下 ， 当 ； 大的 时候 ｙ也
Ｘ

是增大的
……

在给反比例函数下定义时 ， 教师 Ａ采用的是
“

快速

切入法
”

， 从特殊到
一

般 ，通过实例让学生看到这类与

之前所学的不
一

样 的函数
——

反 比例 函数 ，让学生通

过类比和模仿 ， 归纳得出 反比例函数的定义 ．

教师 Ｂ 以秤为切入点 ， 给学生探究和发现的机会 ，

体现了
“

探究之乐
”

； 在探究过程中既复习 了 正比例函

数 ， 又为反 比例 函数作 了铺垫 ， 揭示 了 数学概念 自 然

发生发展的过程 ， 体现了
“

知识之谐
”

； 从具体数据 中

抽象 出 函数模型 ，
提髙了学生的数学抽象能力 ， 体现

了
“

能力之助
”

； 深入浅出地让学生懂得店主的做法虽

然得到 了 一时之利 ， 但却失去 了信誉 ， 对学生进行辩

证唯物主义教育 ， 体现了
“

德育之效
”

；
最后还道出 了

反比例 函数中
“

反
”

的深层含义 ， 揭示了数学是
一

门不

断发展演进的学科 ， 体现了
“

文化之魅 借助秤的模

型让反 比例 函数看得见 、摸得着 ， 这样的教学设计让

数学不再抽象 ，没想到小小的
一

杆秤里竟然蕴含着正

比例函数和反比例 函数两个重要的函数模型 ． 不足之

处是此处探究环节上所花费 的时间较长 ， 还有提升和

改进的空间 ．

４ ． 练 习巩固环节比较．

教师 Ａ 安排学生 以 四人小组为单位 ， 搜集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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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生活中的反 比例关系 ， 学生们展开了一场头脑风

暴 ， 发现了诸如工程问题、 行程问题、商 品 问题和面积

等 问题 中蕴含的反 比例关系 ． 接着 ， 让学生判断和辨

析反比例函数 ，用待定系数法确定反 比例函数 ．

教师Ｂ 先从三个方面
＞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反比例

函数 ： 你对
“

形如
”

怎样理

＊

解 ？ 怎样理解 是常数 ？ 反

比例函数与前面所学的什么 知识有联系 ？ 然后进行

反 比例函数的辨析和应用 ， 启 发学生寻找生活中反 比

例 函数的例子 ．

由 此看 出 ， 数学源于生活 ， 在练习 环节两位教师

都注重将数学与 实际生活联系起来 ， 发现生活中 的反

比例 函数 ， 开阔和发散了学生的思维 ， 练习 后学生 能

够快速准确地辨别反 比例 函数 ， 达到 了知识与技能 目

标 ．

５． 课堂小结环节比较 ．

在课堂最后 ， 教师 Ａ总结 了反 比例函数的定义 ， 判

断反 比例 函数的三种形式 ， 反比例函数和
二

次函数的

区别与联系 ， 以及确定反 比例函数的 方法
一

待定系

数法 ． 教师 Ｂ分析了店主
“

入重出轻
”

的利弊 ， 请学生分

享这节课的收获 ， 再结合法 院的图标谈公平和正义 ．

以下是教学片断 ．

【教师 Ａ的教学片断 】

师 ： 这节课学习 了反 比例 函数 ， 皮 比例函 数的定

义是大家 自 己思考 、填空、模仿 出来的 ． 怎样判断是否

为 反 比例 函 数 ？ 从形式上有常 见的 三
＇

种 ：
互

，
？

Ｘ

以及 ， 各取不同特征 ， 以后慢慢领会 ．

我们的 图谱上又多 ．

出
一

个触角 ， 叫反比例 函数 ．

【教师 Ｂ的教学片断 】

师 ： 根据刚 才的学 习 ， 你能解释店主的
“

入重出

轻
”

， 以及这样做的利弊 吗 ？ 当店主卖东西给别人的

时候 ， 水银倒 向秤头 ， 相当于增加 了物体的重量 ， 想要

达到平衡 ， 秤砣就要移得更远才行 ，所以读 出 来的数

重 了 ，店主 占了 顾客的便宜 ． 这样做合适吗 ？

生 ：不合适 ．

师 ：通过这节课的学 习 ， 你有什么收获？

生 １ ： 成反比例和成比例 、成正比例有关系 ．

生 ２ ： 学会 了怎样来判断
一个函数是不是反 比例

函数 ．

生 ３
： 学会了反 比例函数的多种形式 ．

师 ： 最后我们来看看法院的囱标 ， 它里面包含天

平 ， 是公平 、公正 、法制的象征 ．

限于时间 ， 教师 Ａ快速总结 了本节课的要点 ． 教师

Ｂ再次分析
“

入重 出轻
”

的利弊 ， 前后呼应 ， 滲透了数学

学科德育 ， 体现了
“

德育之效 总结时将机会 留给学

生 ， 让学生们有机会各抒 己见 ， 体会收获的喜悦 ． 秤作

为整节课 的
一

条丰线贯穿始终 ， 使课堂连贯有序 ， 增

添 了 ＾５史韵味 ．

６ ． 结语 ．

从两节课的 比较 中可 以看到 ，
ＨＰＭ视角 下的初 中

数学概念教学有以下
一

些特点 ．

（ １ ）注重探究的过程性 ． 两节课都含有探究活动 ，

教师 Ａ直接利用 了速度 、时间和距离之间的关系式 ，
Ｂ

没有直接给出有关公式 ， 而是通过实测数据 ，
让学生

从数据中发现规律 ， 从而得 出反比例函数的概念． ＨＰＭ

视角 下数学教学的重要特点之
一

是让学生在
“

做数

学
”

的过程中经历知识的 自然发生过程．

（ ２ ）彰显数学的人文性 ． Ｂ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

挖掘 了数学背后 的人的元素 ， 从而让课堂人性化 ．

“

入

重 出轻
”

的故事激发 了 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动机 ； 在得

与失 的辩证关 系 中 ， 学生也接受了 思想品德教育 ． 可

见 ， ＨＰＭ视角下的初 中数学教学有利于数学学科德育

的渗透 ．

（ ３ ）追求设计 的新颖性 ．
反 比例 函数是初中数学

中传统的重要 内容 ， 要在教学上有所创新 ， 并非易事 ．

而数学史是人类思想的宝库 ， 从 中可以获取丰富的教

学素材和思想养料 ，
弥补教师现有教学资源的不足 ．

秤的模型就是
一

个典型例子 ， 历史上的西方代数教科

书 中就将该模型作为
一

个例子 ， 堉代 ．

《数理精蕴》中也

含有用秤称重问题 ．
^

（ ４ ）关注术语的本源性 ． ｜
［师Ａ 和

．

Ｂ都注重概念辨

析 ， 但 Ｂ 由于对反 比例函数的历史有
一

定的 了解 ， 因而

能对
“

反 比例 函数
”

这
一

术语本身 进行考辨． 在历史

上 ， 人们在讨论各种比例 时并没有考虑负数 反
”

就

是
“

倒 倒
”

就是
“

反
”

， 没有歧义 但今天就不
一

样

了 ，

一

个非零数既有倒数 ，
也有相反数 ，

“

反
”

有两种不

同的意义 ， 因此 ，学生在
“

反比柄 函数
”

这
一术语的理

解上存在 困难 ． Ｂ教师通过掲示术语之源 ， 消除了学生

的认知障碍． 事实上 ， 在初中数学教学 中 ， 我们经常会

遇到
一类无法用逻辑手段来解决的

‘‘

为什么
”

问题 ， 数

学史往往成了不可或缺的有效工具 ．

总之
，
ＨＰＭ视角 下的初中数学概念教学在历史与

现实 、数学与人文之间各架起 了
一

座桥梁 ， 营造了不
一

样的课堂 ． 当然 ， 由于注重探究过程 ， 必然导致后面

巩固练习 环节 的时间相应减少 ，

一

节好的 ＨＰＭ概念课

必须在不同教学环节之间寻求平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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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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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 学数 学教科 书 中数 学

文化素材的案 例设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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