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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解析几何形成的历史背景、坐标系的诞生、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知识的前后联系以及蕴

涵的数学思想等方面较为深入地挖掘了课程中的一些思政元素,为读者及相关的教学活动提供一些可

参考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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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的目的,一方面是知识的传承,另一方面则是立德树

人。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和主力军,学校与教师不但要向学生传授

中华民族以及世界各文明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科学理论与知识,

还要承担育人责任。学生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承担着建设社会

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培养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让学生健康成长是教育的一个重要

使命,课程思政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方式之一。 

解析几何的建立,在数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事

件。它被认为是变量数学发展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第一次真正

实现了几何方法与代数方法的结合,使形与数统一起来,并且对

于微积分的诞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解析几何是大学数学专业

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是后续许多课程(如数学分析、微分几何等)

进一步学习的基础,也是教师资格证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重

要考核科目。因此,该课程的学习对于学生知识体系的完善、思

维能力的培养及后续的进一步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我

们将对此作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为今后的教学提供参考。 

1 课程背景 

解析几何的诞生,伴随着常量数学到变量数学的转变。它是

变量数学形成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在17世纪以前的相当长一

段时期(公元前六世纪—公元十七世纪初),人们对数学的研究

局限于初等数学、常量数学的范畴。这一时期的研究所涉及的

量通常是不变的,即常量,如矩形的面积、球的体积、物体的质

量等。常量数学描述的通常是静态物体的数量特征,其研究内容

与成果构成现代中学数学的主要内容,并逐渐形成了初等数学

的主要分支,如算术、几何、代数。但我们知道,物体是运动的,

如何描述或刻画运动物体的特征,则对数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到15、16世纪,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而兴起的航海热潮、资本主义

工业的发展以及天文探索、军事等方面的需求,对数学提出了一

些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都与运动有关,如非

匀速运动物体的轨迹(行星绕日运动、抛射物体的运动轨迹)；

变速运动物体的速度、加速度、路程；曲线在一点的切线；变

量的极值；不规则图形的面积、体积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

究,最终导致了变量数学的形成,而解析几何则是其中的第一个

决定性步骤。 

由此可见,解析几何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迫切

的社会需求。对该类问题的适当介绍有利于学生对课程形成

一个全面的认识,了解其在数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

到课程与实际问题的密切联系,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

求知欲。因此相关的背景知识成为解析几何课程思政一个重

要的着力点,其中的人物、问题及各学者的成就、贡献等都是

宝贵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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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坐标系的诞生与解析几何的创立者笛卡尔 

在解析几何中,一个根本性的概念就是坐标系。有了坐标,

点与有序数组之间就建立了一一对应的关系,进而在图形与方

程之间建立起联系,使得几何问题可以用代数的方法来研究,一

定程度上大大降低了几何问题处理中的难度。而坐标系的产生,

又有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说到解析几何,不得不提的一个数学家就是笛卡尔。他是解

析几何的创始人,也可以说是解析几何之父。笛卡尔在创建解析

几何中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发明了坐标系。一天,笛卡尔在床上

躺着休息,看到屋顶角上的一只蜘蛛正在拉网,于是想到了正在

思考的问题,即如何把几何图形的点与满足方程的一组数联系

起来。他把蜘蛛看作一个点,这个点可以上下左右移动,而蜘蛛

的每一个位置可以用一组数来确定。实际上,他发现屋子里相

邻的两面墙和地面交出了三条线,因此把墙角作为起点,把交

出来的三条线作为三根数轴,从而空间中的每一点和三根数轴

上有顺序的三个数之间就可以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此基

础之上,笛卡尔发明了平面和空间直角坐标系,进而创建了解析

几何。 

笛卡尔的经历告诉我们,生活中处处有学问。只要我们保持

敏锐的意识,勤观察,善于思考,总会有收获的。 

3 解析几何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数学是一门理论性比较强的学科,但它并不是无源之水、无

根之木。数学中的许多问题,以及数学的许多分支学科都来源于

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或与其密切相关。我们熟悉的解析几何课

程也不例外。 

解析几何源于笛卡尔等数学家的开创性工作,其思想是把

几何问题转化为代数问题,不但可以处理几何中的一些复杂问

题,而且在机械制造、工程技术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如在输

油管道的设计中,由于输油路线往往会穿越一些河流、山谷,或

者需绕过人口稠密的城市、沼泽地、山脉等,故管道有时就会有

一定程度的弯曲。这样的管道,可能是平面弯管,也可能是空间

弯管。但不管哪种形式的弯管,都会涉及到角度的问题。当管道

只在某一平面内弯曲时,则用到平面角(如图一)；而当管道在空

间中弯曲时,则会用到空间角(如图二)。这样的角,在几何中有

类似的概念,即方向角。 

     

图一 弯管平面角          图二 弯管空间角 

类似地,在悬索桥锚固系统定位中,解析几何同样可以起

到重要的作用。如文中,作者研究了虎门二桥大沙水道桥东锚

碇锚固系统。在计算后锚面槽口底面中心定位点坐标时,是先

计算前锚面索股中心点坐标(可求),再根据该坐标及后锚面

距IP点(即为所取坐标系原点)的距离计算后锚面槽口中心

点坐标。这里所用到的工具即为解析几何中的定比分点坐标

公式。实际上,前锚面上各索股中心点与后锚面各索股中心

点共线,故可采用定比分点的坐标计算公式进行计算。如沿

某一索股方向,前锚面索股中心点坐标为 (24, 3, 4.4)− ,IP

点(即原点)坐标为 (0,0,0) ,求后锚面锚固槽口中心定位点

坐标 ( , , )X Y Z 。在预设条件下,假设后锚面距IP点44m,槽

口中心定位点距后锚面0.12m,则可知后锚面槽口中心定位

点坐标 44 0.12 43.88X = − = m。进一步,确定比分点坐标

公式： 

1 2( ) / (1 )X X Xλ λ= + +                        (1) 

1 2( ) / (1 )Y Y Yλ λ= + +                           (2) 

1 2( ) / (1 )Z Z Zλ λ= + +                          (3) 

即可求出槽口中心定位点坐标Y 、 Z 。上述公式中, 

1 1 1( , , )X Y Z 为IP点坐标,即 (0,0,0) ； 2 2 2( , , )X Y Z 为前锚

面索股中心点坐标。首先,把 X 、 1X 、 2X 各自的值代入(1)

式中,可求得定比λ 的值。再把 1Y 、 2Y 及λ 的值代入(2)式可求

得坐标Y 。同理,把 1Z 、 2Z 及λ 的值代入(2)式可求得坐标Z 。 

 

图三 锚面索股中心点坐标示意图 

另外,在绘制倾斜结构面的地质图时,也可以运用解析几何

的方法。 

类似的问题有很多。在实际的教学中,如果我们能把相关概

念或知识点与这样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相信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热情会很高,自然地学习主动性和效率也会提升。 

4 课程中知识的前后联系 
在曲面的方程这部分内容中,教材上有一些例题,以此说明

如何从曲面的特征性质出发得出曲面的方程。其中的一个例题

是：求平行于 xOz平面,在 y 轴正向一侧,并且与 xOz平面的

距离为 k 的平面方程。这样的平面,它上面点的特征性质其实

就是这些点的 y 坐标为k ,故该平面的方程为 y k= 。再进一

步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个题目实际上是要求与一个坐标平面平

行的平面方程。这类平面,本题中的情形是一类,但不仅仅是这

一类,还有其它一些情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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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 xOz平面平行,在 y 轴负向一侧,并且与 xOz平面

的距离为k ,这也是一类平面,它们的方程为 y k= − 。 

(2)与 xOy 平面平行,在 z 轴正向一侧,并且与 xOy 平

面的距离为k ,此类平面的方程为 z k= ； 

(3)与 xOy 平面平行,在 z 轴负向一侧,并且与 xOy 平

面的距离为k ,此类平面的方程为 z k= − ； 

(4)与 yOz 平面平行,在 x 轴正向一侧,并且与 yOz 平

面的距离为k ,此类平面的方程为 x k= ； 

(5)与 yOz 平面平行,在 x 轴负向一侧,并且与 yOz 平

面的距离为k ,此类平面的方程为 x k= − 。 

经过进一步拓展延伸,可以得到上述六类平面的方程。这

样不但极大拓展了知识的范围,而且对后面第四章内容的学

习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知道,要研究椭球面、双曲面、抛物

面等等这些二次曲面的性质与形状,一种非常重要而且有效

的方法就是平行截割法。平行截割法的思想就是用一组平行

平面去截要考察的这个曲面,通过观察截口的形状和性质来

得到所要考察图形的形状与性质。而这里要取的平面,通常是

与某一坐标平面平行的一组平面。因此,这类平面的方程就是

必须要掌握的一个知识点！如果在第二章学习时把这类平面

的方程弄清楚了,再学习第四章相关内容时就会减少许多阻

碍。否则,在讲述第四章时要重新讲解此类问题,不但占去了

不少时间,而且过多的新知识点(尤其是不是很容易理解、掌

握的知识点)的集中处理会给学生带来不小的压力,学习效果

也不会太好！ 

由此可以看到,教材中的知识不是孤立的,前后之间有着密

切的联系。每一节的知识既是前面知识的推广与延伸,也是后续

内容学习的基础。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的每一步,既是前面

工作与付出积累的结果,也是后面更进一步的阶梯或者说铺垫,

只有把当前的这一步走好,才能为后面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往前走！要清楚每一步之间

的因果关系！ 

5 课程中蕴涵的思想、方法(以数形结合为例) 

在解析几何课程中,涉及到的典型思想是转化。它是通过建

立坐标系,把几何的问题转化为代数的问题,利用代数的方法去

解决,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一些方法,如数

形结合。 

几何中的问题,相对来说都比较抽象,需要较好的空间想象

能力。而由于学生所处的阶段,此类问题处理起来并不是那么容

易。数形结合思想则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途径。通过把所给问题

中的点、线、面及其它要素汇聚在一个图形中,使我们对所讨论

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全面的把握。如下例 

例 1 求 与 平 面 : 7x y zπ − + = 垂 直 并 通 过 直 线

8 11
:

1 2 3

x y z
l

− −= =
−

的平面方程。 

分析这类问题看似简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部分学生

(尤其是初学者)对这类题目的解答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主

要的原因在于对题目中的图形不能较好地进行想象,不能把

线、面等要素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去看。造成这一现象的

原因,一方面是心理上的,看到题目就感觉比较难,不敢去做,

不愿去想；另一方面就是不会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

(这需要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像这样的题目,如果借助数形

结合法,把相关的点、线、面放在一个图形中,则可以较好地

解决(或迎刃而解)。 

本题中,要求平面的方程,通常的方法有两种。 

(1)找出平面上的一个点,和平面的一对方位向量,即可求

出平面的方程(点位式方程)； 

(2)找出平面上的一个点,和平面的一个法向量,也可以求

出平面的方程(点法式方程)。 

由于要求的平面(不妨设为π )通过一条直线 l ,而 l 通过

点 (0,8,11) ,故平面π 也通过这一点。那下面的问题就变成了

寻找平面的方位向量(或法向量)。 

直线 l 的一个方向向量为 { 1,2,3}v = −
,故v

与 l 平行,

从而与π 平行。又,π~ 与π 垂直,故π~ 的法向量n

与π 平行

(此时,把图形画出来即可看得非常清楚明了了)。由此,v

与

n

均与π 平行。再验证一下,这两个向量是否共线,如果不共

线即可作为所求平面π 的一对方位向量(如下图四)。 

 

图四 平面的方位向量 

以下是解答过程。 

解 设所求平面为π 。由已知,直线 l 通过点 (0,8,11) ,

且其方向向量 { 1,2,3}v = −
与 π 平行。又 π 与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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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x y z− + = 垂直,故 {1, 1,1}n = −
与π 平行。 

由于与不共线,故为平面的一对方位向量。于是平面的方程

为 

8 11

1 2 3 0

1 1 1

x y z− −
− =

−
,即5 4 21 0x y z+ − − = 。 

6 结语 

综上所述,解析几何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方法与知识,以及

在解析几何的创建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数学家的成长经历,

是课程思政的宝贵素材,为课程思政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以上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想法、总结与探索,不足之处敬

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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