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数学教与学　 　 2023. 5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MATHS TEACHING AND LEARNING

　 　 　

【教学研究】

数学规则课型教学探究
———以“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为例

樊彦朝

　 　 【摘　 要】数学规则课型是指将数学中的法则、公式、公理、定理、数学重要结论和数学基本题的重要解法

等数学规则的教学作为任务的一类课. 文章以“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为例,依托数学规则课型进行教学实

践,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践行深度学习.
　 　 【关键词】数学规则课型;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深度学习

　 　 数学规则课型是指将数学中的法则、公式、公
理、定理、重要结论和基本题的重要解法等内容的教

学作为任务的一类课型. 规则课型通常有三个阶段:
习得阶段、转化阶段与迁移运用阶段[1] . 笔者在以

“数学规则课型有效教学”为主题的教研活动中实施

了“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一课的教学,现将教学

设计与思考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一、教学内容分析

“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是人教 A 版《数学》
(必修第二册)第八章第五节(以下统称“教材”)的

内容,是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的发现与运用.
空间中的平行关系是在学习了简单几何体、空

间图形的基本关系与公理等概念后,再对空间几何

体局部的点、直线、平面之间的位置关系进行的研究

学习,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直线与平面平行是直线与直线平行和平面与平

面平行的桥梁和纽带,是对初中所学平面图形中几

何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具象,为后面直线与平面垂

直关系的学习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是空间

问题平面化的典范.
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定义是直线与平面平行的一

种判定方法和准则,是类比初中直线与直线平行的

定义获得的. 当然定义本身既是判定也是性质,体现

了数学上从低维到高维的思考方式. 用定义判定直

线与平面平行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而判定定理研

究的是如何简洁地进行判定. 判定定理只要求直线

(在平面外)与一条直线(平面内的一条)平行即可,
其中蕴含了由无限向有限的转化,体现了以简驭繁

的策略,有利于培养学生追求“大道至简”的品质.

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是研究空间问题的

第一个判定定理,它将线面平行问题转化为线线平

行问题,同时又体现了空间问题平面化的思维方式.
这为后续研究直线与平面垂直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

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根据课时安排,关于规则课型的第三阶段将放

在后续课程进行处理. 本文主要呈现习得阶段和转

化阶段的教学设计.
二、教学目标

(1)理解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能运用定

义和判定定理证明直线与平面平行的简单问题.
(2)通过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和性质定

理的对照,深刻理解直线与平面平行,会运用直线与

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和性质定理解决综合问题.
(3)体会空间问题平面化,直线与直线平行和直

线与平面平行相互转化,以及无限转化为有限的思

想方法.
三、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直线与平面平行判定定理的发现与

运用.
教学难点:直线与平面平行判定定理的发现与

归纳.
四、教学过程

(一)习得阶段

1. 规则的发现与归纳

活动 1:直观感知,引入新课.
问题 1:请同学们观察教室,你能找到线与平面

平行的实例吗?
问题 2:我们所举的实例是通过感官感受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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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线面平行,那么,如何理性地判定直线与平面

平行.
问题 3:根据定义,只需判定直线与平面没有公

共点即可. 但直线无限伸长,平面无限延展,如何保

证直线与平面没有公共点?
设计意图:从课堂教学来看,课题的自然引入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的逻辑顺序自然;二是学

生心理逻辑自然,主要是思维过程自然. 本节课是学

生在学习了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定义、性质的基础上

开展的. 让学生通过观察教室感受现实生活中存在

的线面平行,为课题“如何理性地判定直线与平面平

行”的自然引入提供了良好的媒介.
活动 2:思辨论证,归纳定理.
问题 4:一条直线与平面平行,那么该直线与平

面内直线的位置关系是平行或异面;反之,一条直线

与一个平面内的直线的位置关系要么平行,要么异

面,则该直线与平面平行. 此命题是否为真命题?
问题 5:一条直线与一个平面内的无数条直线异

面,该直线与平面平行. 此命题是否为真命题?
问题 6:一条直线与一个平面内的无数条直线平

行,该直线与平面平行. 此命题是否为真命题?
问题 7:平面外一条直线与该平面内的无数条直

线平行,该直线与平面平行. 此命题是否为真命题?
问题 8:平面外一条直线与该平面内的某一条直

线平行,该直线与平面平行. 此命题是否为真命题?
设计意图:问题 4 是线面平行定义的另一种表

达形式,将线面平行用直线与直线平行或直线与直

线异面进行表达. 它虽然是真命题,但是用来判定直

线与平面平行也是不便的. 问题 5 和问题 6 是将问

题 4 的直线与直线异面和直线与直线平行拆成了两

个问题. 问题 5 是假命题,问题 6 乍一看是真命题,
实则也是假命题,但是距离判定直线与平面平行的

真命题仅差一步. 问题 7 是问题 6 的修正,将直线进

行了定位———直线在平面外,因此命题 7 是真命题.
问题 8 是问题 7 的简化. 师生通过对 5 个问题的层层

深入,抽丝剥茧,寻找到简洁的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

定方法,也就是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
本节课在直观感知的基础上,设计了由 5 个问

题组成的问题串,层层推进,逻辑清晰,在判定命题

真假、思辨中直观想象与逻辑推理有机结合,自然地

抽象归纳出判定定理. 教师没有将判定定理直接告

诉学生,而是通过问题串引导学生去发现判定定理,
突破了本节课的难点,让学生充分体验了线面平行

的判定定理生成的过程.
2. 规则的理解

活动 3:对照性质定理,深化理解.
问题 9:请学生填写表 1.

　 　 表 1 三种数学语言表示线面平行的

性质定理与判定定理

类别 线面平行的性质定理 线面平行的判定定理

图形语言

文字语言

符号语言

　 　 设计意图:对照线面平行的性质定理,从图形语

言、自然语言、符号语言三个角度,深化理解线面平行

的判定定理,让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深刻.
(二)转化阶段

规则课型的转化阶段,主要是将规则的理解转

化为规则的运用,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运用规则解

决简单的问题. 基于此,本阶段设计了以下活动

环节.
活动 4:精讲例题,归纳方法.
例 1　 如图 1,在正方体 ABCD - A1B1C1D1中,E

为 DD1的中点,求证:(1)BD1∥平面 EAC;(2)AE∥
平面 BCC1B1 .

图 1
设计意图:证明直线与直线平行的模型有很多,

可以分为空间模型和平面模型. 空间模型有:平行公

理模型、直线与平面平行的性质定理模型、直线与直

线平行的性质定理模型、垂直于同一个平面的两条

直线平行等等. 平面模型有不等号模型“≠”(内错角

相等,两直线平行;同旁内角互补,两直线平行;同位

角相等,两直线平行),三角形模型(三角形中位线定

理;一条直线截三角形的两边(或两边的延长线所得

的对应线段成比例,则这条直线平行于三角形的第

三边),四边形模型(平行四边形对边互相平行;梯形

上下底互相平行;梯形中位线定理). 运用三角形模

型中的中位线性质定理和四边形模型中的平行四边

形性质证明线线平行是很常见的手段. 例题设计旨

在让学生直观感受如何运用这两种模型解决线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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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问题,并使学生体验证明线面平行问题的分析思

考过程与规范解答过程.
活动 5:变式训练,思维提升.
变式训练:如图 2,棱锥 P - ABCD,底面 ABCD 为

平行四边形,M,N 分别为 AB,PC 上的中点. 求证

MN∥平面 PAD.

图 2
设计意图:相关的高考试题的模型主要是柱体

模型和锥体模型. 例题采用柱体模型,变式训练采用

锥体模型,让学生全面感受和掌握关于线面平行判

定的模型. 构造三角形模型和四边形模型是常用的

证明线面平行的手段. 变式训练并适当反思,让学生

自己去整理感受三角形模型和四边形模型.
五、教学反思

(一)打破传统的教学顺序

教材中“直线与平面平行”一节,将直线与平面

平行的判定与性质放在了一起,与旧教材的安排类

似,先学习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后学习直线

与平面平行的性质定理. 本节课在传统的基础上进

行了创新,先完成了直线与平面平行的性质定理的

教学,后进行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的教学. 这
样安排,更加适应学生的心理认知,符合学生的最近

发展区.
(二)避免数学概念的注入式教学

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的传统教学是教师

直接告诉学生结论,然后进行大量的题目训练巩固

结论. 传统的教学方式没有把握知识的来龙去脉,只
是注重熟背结论和结论的简单运用. 事实上,学生既

能熟练的计算和逻辑推理,又能理解知识的来龙去

脉和把握思考的脉络,才是真正理解了数学,才能比

较自如地应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
(三)深度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直观想象作为数学核心素养之一,是学生必备

的学习能力.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

体验了“直观感知—思辨论证—操作确认”等学习活

动. 通过体验,学生的数形结合、几何直观、空间想象

等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增强了学生运用直

观想象去思考问题的意识;培养了学生借助数学直

观、依托情境去感悟事物本质的能力;让学生获得了

发现新事物的快乐,增强了学习数学的信心,提升其

自主学习的能力.
(四)培养学生追求“大道至简”的品质

“大道至简”的道理(指基本原理、方法和规律)
是非常简单的,即把复杂冗繁的表象层层剥离之后

就是事物的本质. 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本质

上是从平面内无数条直线中寻找到“一个代表”,让
其代表平面. 从这个角度来讲,平面与平面平行的判

定定理就是从平面内无数条直线中寻找“两个代

表”,让其代表平面;直线与平面垂直的判定定理就

是从平面内无数条直线中寻找“两个代表”,让其代

表平面;平面与平面垂直的判定定理就是从平面内

无数条直线中寻找“一个代表”,让其代表平面. 因
此,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的探究过程与思维

方法也适用于探究平面与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直
线与平面垂直的判定定理. 师生探究直线与平面平

行的判定定理的过程,就是教师顺着学生的思路去

引导,让学生按照自己的思路不断探索,克服困难,
获得突破;学生再把自己的思维方法进行优化,提升

对问题的认知度和思维的灵活度,让自己的思维不

断走向简约. 极致的思维,简约的表达,学会简单,真
的不简单. 追求“大道至简”,精于心,简于形,悟在过

程. 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及运用数学知识、思想方法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仅培养了他们实事求是、严谨

认真的科学精神和反思质疑、勇于创新的良好品质,
还培养了其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也是新时代数

学教育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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