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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基于分析巧借反例活化高中数学教学。主要从运用反例，牢固基础；巧用反例，发散思维两种途径，为学生的数学思维提供一种

全新的思路，引导学生能够从反例入手去思考问题，更深层次的探究数学问题，能够增强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深刻记忆和吸收，促进学生的数

学解题效率和综合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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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高中数学知识的抽象且复杂特点，具有较高的学习难度，导致

很多学生望而却步。因此，在数学教学中，数学教师巧借反例教学，能

够为学生的数学思维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当学生遇到难以解决和棘手

的问题时，就可以巧妙的运用反例去解题，有利于帮助学生探寻到问题的

本质，建立较为鲜明的表象，引导学生从正反双重辩证之中去进一步理解

数学知识，彻底摆脱传统的思维束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学生的

积极思维和数学思考，促进学生的数学解题水平和综合能力的发展。 

1 运用反例，牢固基础 

对于高中数学的学习来说，只有学生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才能进

一步形成良好的解题能力。因此，在实际的数学教学中，数学教师可以

巧妙地运用反例，帮助学生打牢基础，让学生能够准确的理解和运用数

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数学问题。并且，数学教师可以根据相关的概念、

定理和公示等，为学生进行适当的拓展性训练，从而只有学生真正将数

学基础知识掌握牢固，才能更加轻松从容的面对问题，增强学生的解题

能力和数学水平。 

例如在北师大版《垂直关系的判定》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掌握直

线和直线垂直、直线和平面垂直、平面和平面垂直的定义，能够利用判

定定理去证明垂直关系，正确理解二面角的概念。因此，数学教师可以

根据例题：已知图一的正方体中，AB1⊥B1C1，AB1⊥BC，AB1是否垂直于平

面 BCC1B1?图一。本题在考查学生的线面垂直判定定理，但是很多学生容

易忘记平面内两条直线相交的条件，在判断时直觉认为结论应该是垂直

的。而实际的结论则是不垂直。所以，数学教师就可以运用反例引导学

生思考和推理，即使 BC 与 B1C1都在同一个平面内，但不具有相交关系。

从而，反例的呈现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对基础概念定理的深刻记忆，进一

步活跃了学生的数学思维，促使学生积累丰富的解题经验。 

 

2 巧用反例，发散思维 

因为高中数学知识的抽象且灵活，而学生的数学水平和思维能力存

在差异性，导致大部分学生难以全面理解数学知识。因此，数学教师应

用反例教学，就可以及时探寻到学生出现的问题，并引导学生运用反例

思维去进行解决，帮助学生深化错误的认知，以便学生自主的改正，来

增强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促使学生的数学解题效率得

到提升。 

同时，在学生的实际解题之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

有的学生直接列出解题思路，造成解题的方向偏差。所以，数学教师巧

妙的运用反例，对学生进行识别判断性的训练，指导学生去善于发现问

题的多面，从多个角度去思考问题，自然而然的实现了学生的高效率、

准确性的解题。从而，可以说反例是学生数学思维发散的催化剂，能够

带领学生更为深层次的去探究数学问题，促进学生的数学解题水平和综

合能力的提升。 

例如在北师大版方程根与系数的问题方面，数学教师就可以指导学

生运用反例，去避免遗漏问题的现象。例题：已知方程 x
2
+（k-3）x+k=0，

其两个根均＜-2，k 的取值范围？ 

解析：本题属于易错题类的一种，很多学生都会得出以下的结论：  

即       。其实，学生这样解错的原因，在于学生的思维仍然处于初中

的方程阶段，虽然大部分学生都会反复的查看，但是仍然探寻不到真正

的错因。正如本题所示，数学教师引导学生运用反例可以进一步检验，

则为 x1=-4，x2= ，这就明显的看出与实际题目严重不符。另外，还有一

些学生会列下面的式子：      即

            

。针对这类学生的错题 

解错原因，不难发现基本都是漏忘了对称轴，所以数学教师可以指导学

生通过移动对称轴，去自主探寻问题的所在之处，这样学生就会更为快

速且准确的发现错因，并进行有效的解决。 

从而，不仅发散了学生的数学思维灵活性，还有利于学生学会转变

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更为高效的去学习数学知识。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巧借反例活化高中数学，能够增强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深

刻记忆和吸收，促进学生的数学解题效率和综合能力的提升。通过数学

教师合理巧妙的借助反例教学，不断发散学生的数学思维灵活性和多样

性，引导学生能够从反例入手去思考问题，更深层次的探究数学问题，

深化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全面理解，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积累了丰

富的解题经验和技巧，确保学生数学解题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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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x1+x2<-4, 
x1x2>4, 

(k-3)
2≥4k,

3-k<-4, 
k>4 

△≥0, 
f(-2)>0, 

(k-3)2-4k≥0, 
4-2(k-3)+k>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