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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代数推理的教学价值

朱建明　 　 诸士金

　 　 【摘　 要】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展开(或者加强)代数推理,可以帮助学生:明依据,加深对代数知识的理解;
懂操作,强化对推理方法的掌握;建系统,衔接代数推理的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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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
称“新课标”)特别指出:“初中数学中,在图形与几何
领域有推理或证明的内容,在数与代数领域也有推理
或证明的内容. ”①这就要求初中数学教师展开(或者
加强)代数推理,尤其是演绎推理(数学中的“证明”必
须通过演绎推理完成)的教学,也即展开(或者加强)从
一定的条件出发,依据代数定义、代数公式、运算法则、
运算律、等式的性质、不等式的性质等,得到具体数和
代数式结构、数量上的相等关系和不等关系等的教学.
本文重点谈一谈初中代数推理的教学价值.

一、帮助学生明依据,加深对代数知识的理解
代数推理(尤其是演绎推理)可以分为运算推理

和命题推理这两种主要形式. 加强运算推理的教学主
要是加强算法、算技背后的算理、算律的教学,引导学
生关注运算推理的步步有序和步步有据;加强命题推
理的教学主要是加强代数命题结构的认识和结构之
间逻辑关系的演绎,帮助学生明白逻辑关系成立背后
的代数道理和依据. 由此可见,无论是哪一种代数推
理的形式,都要关注代数领域内的依据. 因此,就要在
代数有关内容的教学中,进一步关注代数概念、法则、
公式、性质等依据的“再发现”过程. 这有利于学生加
深对代数知识的理解.

例如,苏科版初中数学七年级上册《4. 2 解一元
一次方程》第 1 课时的“等式的性质”教学后,可提出
如下问题:

说出下列等式变形的依据:
(1)由 x + 3 = - 1,得 x = - 4;
(2)由 3x = - 6,得 x = - 2;

(3)由 - 1
2 x = 4,得 x = - 8;

(4)由 5x = - x,得 6x = 0.
说出等式变形的依据,就是运用等式性质的过

程,也是认识等式性质的意义和适用范围的过程,还
是开展“言必有据”训练的有效载体. 实际上,教学初

中数学“数与式”内容中的有关运算性质时,均可进

行这样的说理活动,从而既关注学生对每一步依据的

本质理解,也培养学生的数学逻辑表达能力.
再如,苏科版初中数学八年级上册《6. 3 一次函数

的图象》第 2 课时教学,在导入阶段,可提出如下问题:
(1)已知一次函数 y = 2x - 5 图象上的任意两点

P(x1,y1)、Q( x2,y2 ),如果 x1 < x2,判断 y1 与 y2 的大

小,并说明理由;
(2)已知一次函数 y = - 2x + 3 的图象上任意两

点 M(x3,y3)、N(x4,y4),如果 x3 < x4,判断 y3 与 y4 的

大小,并说明理由.
这两个问题是对“一次函数的单调性”教学所

做的铺垫. 学生既可以从一次函数的图象上直观地

感受其单调性,又可以通过代数推理,包括先取两

个特殊点,发现它们纵坐标的大小关系与横坐标的

大小关系的关联,再用演绎推理的方法证明. 这两

个问题的教学可以让学生经历一次函数性质的探

索过程,体会其合理性,以加深对函数性质的理解,
并体会代数推理的作用.

二、帮助学生懂操作,强化对推理方法的掌握

相对而言,在代数教学中,不少教师比较重视运

算推理,因此,不少学生对作为依据的算理、算律并不

陌生,对运算推理的操作路径也很明晰. 因此,我们应

该更重视代数命题推理的教学,在运算求解类问题之

外,多设计一些命题证明类问题. 由此引发的说理活

动更具有推理的普遍特征,有利于学生强化对推理思

维方法及其表达体系的掌握,包括对合情推理和演绎

推理逻辑方法的掌握和对比较法、综合法、分析法和

反证法等证明方法的掌握.
例如,苏科版初中数学八年级下册《12. 2 二次根

式的乘除》教学,可以让学生通过几何意义(直角三

角形的边长和长方形的面积)得到一些具体的二次

根式的乘积,再通过这些特例猜想二次根式乘法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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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性质“ a· b = ab(a≥0,b≥0)”,然后尝试证明

这一性质. 当然,可以采用同样的方式教学二次根式

除法的运算性质“ a
b

= a
b (a≥0,b > 0)” .

在这一过程中,将原本运算求解类的内容(问
题)转换成命题证明类的内容(问题),通过先猜后
证,突出命题推理过程的形式化程序和命题推理的方
法,使学生充分感受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对研究问题

的价值.
再如,苏科版初中数学七年级下册《11. 3 不等式

的性质》教学,在思维拓展阶段,可提出如下问题:

(1)已知 a < 1,用不等式的性质说明 a < a + 1
2 ;

(2)已知 a > b,用不等式的性质说明 a > a + b
2 ;

(3)已知 a > b > 0,比较 a2 与 b2 的大小,并说明

理由.
解决这几个问题,可以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综合

法、分析法和比较法的作用,将它们内化为代数命题
证明问题的重要工具. 这三种方法中,综合法是重点
和难点;分析法通常侧重于分析证明思路,不用于独
立地呈现证明过程;比较法容易理解,其操作程序也

容易固化,但在初始阶段不易想到,其表达要求也相
对较高. 因此,在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先学习综合法,
后学习比较法,同时,将分析法作为分析思路的手段
贯穿始终.

又如,苏科版初中数学七年级下册《11. 4 解一元

一次不等式》第 2 课时教学,在思维拓展阶段,可提出
如下问题:

小林同学认为:x > 2 时,x + 1
3 < x + 2

4 . 请你对此

作出判断并且说明理由.

本题是一个示错纠错的案例,可以从
x + 1
3 < x + 2

4
出发,利用不等式的性质解不等式,看看能否得到
x > 2这个条件,从而作出判断. 这种方法是演绎推理

中的分析法. 当然,解决本题也可以用比较法:将x + 1
3

与
x + 2
4 作差,利用运算法则与运算律得出结果,然后

根据条件比较结果与 0 的大小……本题可以让学生
真切地感受到几种证明方法的作用.

三、帮助学生建系统,衔接代数推理的学程
初中阶段的代数推理教学相对薄弱. 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高中阶段有着指向较为完整的代数推理
体系的教学内容,包括函数概念与性质、基本初等函

数、数列的概念与性质、常见数列、导数、常用不等式
等知识与问题,指向各种函数、数列性质以及不等关
系的证明等. 因此,加强初中代数推理的教学,可以帮
助学生构建良好的代数推理学习序列,系统地衔接代
数推理的学程,让学习螺旋上升、持续进阶. 这能进一
步协调初高中对学生代数推理能力的培养.

例如,苏科版初中数学八年级下册《8. 3 分式的
加减》《8. 4 分式的乘除》教学,可将教材例题、习题中
的部分计算题改造为证明题:

(1)求证: a2

(b - a) 2 - b2

(a - b) 2 = a + b
a - b;

(2)求证:1 - a - 2
a ÷ a2 - 4

a2 + a
= 1
a + 2;

(3)已知
a
b = 2

3 ,求证: a
a + b + a

a - b - b2

a2 - b2 = 1
5 .

再如,苏科版初中数学九年级上册第 1 章《一元
二次方程》教学,也可将教材例题、习题中的部分解
方程题改造为证明题:

(1)求证:关于 x 的方程 x2 + (2k - 1)x - k - 1 = 0
有两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2)求证:关于 x 的方程 x2 + (2m + 1)x + m2 + m

+ 1
4 = 0 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3)求证:关于 x 的方程(x - 1)(x - 2) = k2有两

个不相等的实数根.
这样的改造虽然呈现了原先计算、解方程的结

果,但是提高了演绎推理的形式化要求,能够改善代
数学习中“会计算,不会说理”的状况,为学生到高中
接触较多推理要求比较明显的代数问题做好铺垫.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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