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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教材、新课标和新高考的不断推进下，高中数学原有的教学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教师设计

出更加合适的教学思路，促进课堂教学。在“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一课的教学中进行尝试，根据几何

直观提出研究问题，通过代数运算解决问题，进而发展学生的直观想象、数学运算和逻辑推理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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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new textbooks,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s, the original teaching methods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have certain lim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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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requiring teachers to design more appropriate teaching approaches to promote classroom 
teaching. In the teaching of “The Pos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a Line and a Circle”, we attempt to 
propose research questions based on geometric intuition, solve problems through algebraic opera-
tions, and then develop students’ intuitive imagination, mathematical operations, and logical rea-
soning literacy. 

 
Keywords 
“Three New” Background,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Straight Lin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为推进“三新”工作进展，提升青年教师整体素质，笔者所在学校开展了“青年教师素质杯”活动，

非常荣幸参与其中，完成一节“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公开课。为了达到课堂教学的实效性，笔者精心

备课，不断修改完善教学设计，进行教学反思。 

2. 备课思考 

2.1. 教材分析 

《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是人教 A 版选择性必修一第二章第五节第一课时内容，是近几年高考考察

的热点和重点内容之一。从知识体系上看，它既是对圆的方程应用的延续，又是学习圆与圆位置关系，

乃至后续学习圆锥曲线的基础；从数学思想方法上看，本节课渗透了数形结合、分类讨论、类比、归纳

等数学思想，其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品质。 

2.2. 学情分析 

在初中，学生对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已有了感性认识。但现在绝大多数学生对“利用直线与圆的交点

个数”以及“圆心到直线的距离与半径大小比较”这两种初中学习过的判断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的方法已

经模糊了，所以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引导学生重拾旧知。现阶段，又学习了直线和圆的方程，以及点到直线

的距离公式。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将几何直观问题转化为代数问题的路径。数形结合思想正是解析几何的本

质所在，而解析几何在高考中对学生的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能力考察的力度最大。透过几次考试可以发现

学生计算能力薄弱，所以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真正动起笔，在日常训练中不断强化能力。 

2.3. 目标分析 

根据新课标的要求，确定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为以下两点：1) 知识目标：掌握直线与圆位置关系的判

定方法；解决两类问题——弦长问题和切线问题。2) 素养目标：培养学生直观想象、数学运算、和逻辑

推理核心素养。 

2.4. 教学重难点 

基于以上，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直线与圆的三种位置关系及其判定方法；难点是：用代数方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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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的过程。 

2.5. 教法、学法分析 

基于本课的特点和学生的现状，采用的教学方法是启发式教学法和直观演示法，采用的学法是以学

生为主体的探究式学习。 

3. 课堂教学 

3.1. 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诗人王维眼中的日出日落美景。在本节课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欣

赏一个日出视频。(教师播放太阳从海平面冉冉升起的场景资料)。提出问题 1：在太阳升起的过程中，它

与海平面的位置关系是怎样变化的呢？随即，师生共同回顾初中学习过的直线与圆的三种位置关系及其

判断方法。 
设计意图：课的第一锤要锤在学生的心灵上，激发他们思维的火花，或像磁石一样牢牢吸引住学生。

此环节引导学生感受数学源于实际生活，数学课里也有诗画这样的人文情怀，寓趣味于其中，成功唤起

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同时引导学生自主回顾旧知，蕴含了对学生数学抽象素养的培养[1]。 

3.2. 探索研究，构建新知 

向学生提出思考问题：高中阶段我们如何把几何直观问题转化为代数问题呢？给出具体问题例 1：
已知直线 l：3x + y – 6 = 0 和圆 C：x2 +y2 – 2y – 4 = 0，判断直线 l 与圆 C 的位置关系。预设学生能够想到

两种解决方案：一是类比直线方程判断两条直线位置关系的方法，将判断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转化为判

断由它们的方程组成的方程组有无实数解，并且有几组实数解来解决问题；二是通过点到直线的距离公

式，求出圆心到直线的距离 d，将问题转化为判断 d 与圆的半径 r 之间的大小关系来解决问题。 
设计意图：通过具体示例探求判定直线与圆位置关系的方法，遵循由特殊到一般的原则，符合学生

的认知规律。不止于关注结果及结果的运用，更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思维的发展[2]。 

3.3. 反思过程，提炼方法 

根据例 1 的探究与板演展示，引导学生独立归纳判定直线与圆位置关系的方法——几何法(d 与 r 大
小关系)、代数法(联立方程组，消元得到一元二次方程的判别式 Δ)，教师板书后组织学生小组讨论，比

较两种方法的优缺点。 
设计意图：至此完成本节课的第一个知识目标。设置小组讨论，生生交流，比较两种方法的优缺点，

学生的印象会更加深刻，在日后解题中也能更好地预估难度，选择最优解。 

3.4. 课堂演练，强化方法 

布置书后习题 1：判断下列直线 l 与圆 C 的位置关系：1、直线 l：3x + 4y + 2 = 0，圆 C：x2 + y2 – 2x 
= 0；2、直线 l：x + y + 3 = 0，圆 C：x2 +y2 + 2y = 0 (找两名学生板演)。接着提出对例 1 的追问：如何求

直线被圆所截得的弦长(相交的应用)？师生共同探究得出两种解决方法：一是联立方程组解交点坐标，应

用两点间距离公式求解；二是由圆半径、弦心距以及弦长的一半满足勾股定理来进行求解，即弦长。提

炼方法后，带领学生完成变式题(书后练习 3)：判断直线 2x – y + 2 = 0 与圆(x − 1)2 + (y − 2)2 = 4 的位置关

系，如果相交，求直线被圆截得的弦长。提出问题：直线与圆的三种位置关系中，除了相交以外，你认

为还有哪一个较为重要呢？接下来给出例 2：过点 P (2, 1)作圆 O：x2 +y2 = 1 的切线，求切线方程。带领

学生探究切线问题(相切的应用)，通过问题串引导学生思考解题思路，提炼出用几何法和代数法求解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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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线方程的方法，并完成书后习题 2：直线 4x + 3y – 35 = 0 与圆心在原点的圆 C 相切，求圆 C 的方程。 
设计意图：至此完成本节课的第二个知识目标。讲练结合，有效地提高学生对重点知识的掌握程度，

优生正确率更高，后进生对重点知识也有初步的掌握。学生板演，符合中学生关注同伴的心理特点，有

助于调节学生的学习状态，提高学习效率，又可以起到诊断和范例的作用[3]。 

3.5. 课堂小结，分享收获 

设置总结性内容和开放性问题：这节课你学到了什么知识？感受到了哪些数学思想方法？本节课留

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预设：一个知识点——直线与圆位置关系的判断；两类应用——相交的应用(弦
长问题)和相切的应用(切线问题)；三种能力：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四种思想：类比

与转化的思想，数形结合的思想，分类讨论的思想。 
设计意图：新课程强调尊重学生的差异，鼓励学生的个性发展。希望这些问题能够让学生体会到学

习数学的快乐。 

3.6. 分层作业，自主探究 

针对所教班级学生素质的差异，进行分层作业，将作业分为必做题，选做题和自主探究题。必做题：

课本 132 页习题 4.2 A 组 1、2、3 题，优化夹册课时 19；选做题：已知 C：(x − 2)2 + (y − 2)2 = 5 的一条弦

AB 过点(3, 1)，且长为 4，求直线 AB 的方程；自主探究题：判断圆 C1：x2 + y2 + 2x + 8y − 8 = 0 与圆 C2：

x2 + y2 − 4x − 4y − 2 = 0 的位置关系？ 
设计意图：分层作业，既能帮助学生及时巩固基本知识，又能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得到提高，从而达

到拔尖和减负的目的。并为下一课时学习圆与圆的位置关系埋下伏笔。 

4. 教学反思 

4.1. 教学效果 

通过复习回顾和创设情境引入新课，设计“问题串”引导学生从“数”和“形”两方面思考问题，

通过讲练结合的方式突出知识要点突破了“如何将几何问题代数化”这一教学难点。培养学生“主动探

索、敢于实践、勇于发现”的精神，引导学生充分体会到几何问题代数化的重要性，符合新课标的指导

思想。课堂上，生生之间相互启发、小组之间交流合作，学生的参与度很高，能够积极思考，取得了较

好的教学效果。 

4.2. 教学特色 

1) 分层教学，尊重学生差异。基于“三新”背景，通过分层教学的理念，对教学内容、知识难度以

及作业布置进行了合理分层，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2) 探究思

考，锻炼思维能力。数学课堂离不开实际性的思考，很多数学问题是比较抽象的，需要通过适当的提问

和具体的示例削减难度，在探究的过程中实现真正的理解。3) 合作学习，降低学习难度。高中阶段数学

知识点难度涨幅大，容易影响学生的学习信心，为此，通过开展合作性学习，鼓励小组之间积极讨论，

帮助学生实现积极有效的学习，促进能力发展。4) 多媒体、板书融合。多媒体化难为易，直观再现，传

统板书浓缩重点，条理清晰，帮助学生更好地记忆知识点。 

4.3. 不足之处 

1) 教学方式还不够灵活。学生的状态和课堂出现的问题都是不确定的因素，对教师的应变能力和教

学手段的多样化有着一定的要求。课后复盘，发觉存在部分学生在课堂上默不作声，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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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更要根据课堂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增加课堂趣味性，充分提升教学效果。2) 问题探究

不够深入。因为笔者授课的班级是“政史地”组合，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解析几何是难点。所以在教

学过程中，尽量将教学节奏放缓，以免追求速度，学生一堂课下来毫无收获。也正是如此由于时间原因，

最后的切线方程问题探究得不够深入。点在圆上、圆内，以及斜率不存在几种情形的切线方程求解方法

将顺延到下一节课中进行探究。 

4.4. 改进措施 

针对本节课中发现的不足，做出以下改进：1) 增加课堂趣味性和互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2) 认
真备课，备学生，摆脱语气平淡，丰富教学手段。3) 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和内容。不赶进度也不拖沓。 

5. 结束语 

总之，“三新”的推广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它不仅推动教育体制的改革，还给教师带来了更加新

颖、科学的教学理念[4]。本次教学实践，是借助“三新”教学理念，采用分层教学、探究思考、合作

学习、以生为本等方法的一次尝试。为了更好地挖掘数学课堂的育人价值，我们要结合学生自身学习

能力，不断探索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教学方式，促进“四基”“四能”在课堂教学中的落实，有效提升

数学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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