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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等腰三角形性质到费马点  
——培养学生自主探索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叶   红  （常熟市外国语初级中学   215500）  

如何引导学生学习数学？如果让学生把数学看作是处理数量、大小和

形状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组事实和步骤；把数学作为一堆死板的、绝对的、

封闭的概念、定理来记忆，学生就可能感到枯燥、厌烦，同时也就增加了

学生的记忆负担．学习首先是一种经历，一种身心的活动过程．课程标准

指出：“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纯地依靠模仿与记忆，动手实践、自

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 [1]．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

识传授的倾向，促使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学生获得知识与技

能的过程成为学会学习、学会探究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实现这样三



第 2 页 共 6 页 

位一体的课程功能，探究式学习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载体．  

探究式学习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活”和“动”两个字。活：一方

面表现为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学习活动的生成性。动：

表现为学生真正的动手操作、动眼观察、动脑思考。探究式学习一般有如

下的环节：第一步，学生确定要探究的问题，也可以由教师创设问题情境，

向学生提出要解决的课题；第二步，学生提出假设，结合课内课外所学作

出各种可能的假设；第三步，检验假设，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不同的课

题性质，通过思辨、实验、演示等，以讨论的形式检验假设，正确的就可

以作为结论，错误的再修正假设；第四步，作出结论，在充分讨论和检验

假设的基础上，给出探究的答案．下面是笔者一次初二数学探究性活动设

计，供同行们参考．  
一、活动目的  

首先，为学生创设一种真正作为一个主体去从事探索、研究的氛围，

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对话、交流的民主氛围，从而增强学生的

主体意识，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  

其二，通过问题系列，把有关内容、方法等联系起来，使学生体悟到

数学知识并非是一些零星的概念、命题的集合，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

机联系．  

其三，暴露思维过程，增强问题意识，使学生在自主探索过程中，体

验成功与失败，品尝其中的艰辛与反复，在自主探索过程中培养意志与品

质．   

其四，使学生自觉运用相关知识去探究问题中的一些关系，在探寻中

作出新的发现，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  

其五，熟悉特殊化、一般化等一般思想方法，并运用这些思想方法去

探究，去发现．  

二、活动内容设计  

由等腰三角形的一些性质，通过师生对话及一系列问题的提出，逐步

把问题引向深入．促使学生根据已学的有关知识，运用一般化、特殊化等

思想方法，在自主探索过程中不断地发现一些有趣的性质，最后得到三角

形的费马点．  

例题：已知：△ABC 中，AB=AC，BD、CE 分别是∠ABC、∠ACB

的角平分线 .求证：BD=CE. 

在给出了以上例题后，教师与学生一起由浅入深、由此及彼，逐步探



第 3 页 共 6 页 

讨如下一系列问题：  

问 1：题设、结论各是什么？你能按题意画出图形吗? 

问 2：如何来证明？  

问 3：有另外的证法吗？  

问 4：题中条件不变，你还能推出什么结论？  

问 5：回到原题，你能用文字语言叙述一下吗？  

问 6：如题中条件稍作变化，你能否得到相应的结论呢？  

问 7：刚才 ,我们证明了等腰三角形两腰上的高相等，试问，点 B 到直

线 AC 的距离与点 C 到直线 AB 的距离相等吗？  

问 8：固定三角形，让点 B 移动到点 P（底边 BC 上一点），试问，点 P

到 AC 的距离与点 C 到 AB 的距离有何关系？若 PN、PM 分别是 P 到 AB、

AC 的距离，那么 PN、PM 与 CE 之间有何关系？  

问 9：能否证明你的猜想？  

问 10：你能想出几种不同的证法？  

问 11：若点 P 继续运动到 BC 的延长线上，又会有什么结论呢？  

问 12：若△ABC 是等边三角形，你又有什么新发现？  

问 13：若△ABC 中 AB>AC，点 P 在边 BC 上，你有什么猜测？  

问 14：若点 P 为任意△ABC 内一点，它到三边距离之和为 PD+PE+PF，

对此，你又有什么认识？  

问 15：若改为点 P 到△ABC 三顶点的距离之和，你又有什么想法？什

么时候 PA+PB+PC 为最小？能证明吗？  

注 1：“问 1~15”是教师预设的一条主线．在活动过程中，围绕活动内

容，通过教师、学生、媒体的互动，上述这些问题中有不少学生会自然而

然地提出来，而且，他们还会提出其他一些问题，作为教师，重要的一条

是引导学生由“乱猜”逐步走向自觉地运用数学思想方法去猜测，去发现． 

注 2：“问 1~15”中的有关图形及其变换、可能的猜测、部分证明（或

证明关键步骤），教师可预先将预测到的情况制成课件，在活动过程的适当

时候显示．  

三、活动过程设计  

 “问 1”、“问 2”意在培养学生的审题、画图

（如图 1）、证明等基本素养．活动过程中应重视学

生“双基”的训练．  

 “问 3”“问 4”则重在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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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问 3”是解法开放，应积极引导学生调动自己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

探寻多种解法．“问 4”也就是结论开放，应引导学生展开联想，大胆猜想．  

“问 5”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转换能力．让学生换个角度去叙述问题，

把数学符号语言转换成文字语言，学生就较容易想到相

应的线段如中线、高是否有同样的等量关系．于是，学

生就可能会思考如“问 6”的问题．  

“问 6”与“问 7”之间，教师把学生引导到“距

离”这一概念上去，加深学生对“距离”概念的认识，

另一方面，把问题从“高”这一角度转移到“距离”这

一角度，也是一种语言转换．这一转换，“问 7”、“问 8”

也就顺应而出．在此，应使学生意识到问题的不断转换，将有助于新问题

的提出，有助于获得新发现．  

 

 

 

 

 

 

“问 9”、“问 10”应使学生通过探寻不同的

解法，让学生回顾复习证两线段之和等于一条线

段的常用方法（或一般规律）：截取、延长、平移、

对称等等（如图 2~6），从中探寻一般规律．  

“问 11”渗透运动的观点，用动态的观点去

处理点 P 跃过点 C 时的情况．教学中可通过多媒体辅助手段显示点 P 的运

动及 PN、PM 的变化，让学生通过观察，得出相应猜

测及证明．  

 “问 12”、“问 13”让学生从特殊化、一般化的角度去加强或减弱条

件，并猜测其可能的结果（如图 7，8）．学会特殊化，学会一般化，学会

类比，学会联想，学会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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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14”中的点 P 更富有一般性．此时，使学生

认识到其结论一般也更具不确定性，但应引导学生思考“是否具有最大值

与最小值呢？”   

“问 15”运用类比，把点到直线的距离变为点与点之间的距离，从而

提出了“费马点”（图 9）．  

“费马点”的证明，对初中学生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在前面运用平

移、对称变换来证明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如何将三条线段接起来（运用旋转

变换）就不十分困难，分类讨论也就显得自然了．  

从简单的等腰三角形性质开始，到比较难证的费马点，不同层次的学

生都能在探索中回忆、联想、猜测．虽然没有一个个孤立知识点的复习，

一个个练习题的操练，却事实上复习了三角形、四边形的一系列概念与性

质等知识；虽然没有证明方法的罗列，学生却在探索中总结规律，寻找模

式，在反复的特殊化、一般化、类比、猜想中深化数学的思想方法．学生

在探究过程中，少了操练性的习题，多了探索性的问题；少了些被动接受，

多了些自主性、开放性、探索性、发展性．学生在探究中学习，在开放中

发现、创新．  

多媒体教育技术的运用，使数学内容形象化，增加了师生互动，增进

了学生对数学的理解，课堂教学更可以紧凑且富有动态感．  

四、几点想法  

其一，探究性活动重视发挥学习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主动和能动作用，

学生能更多地亲身体验和主动参与数学的探索与发现过程，从而，有利于

改进学生的学习．  

其二，探究性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处于平等的地位，教师更多地

倾听、协助，学生更多地学习选择、猜测、怀疑与批判，有利于有效地改

进课堂教学模式．  

其三，探究性活动的素材应当是活的，它可以来自于现实生活，来自

于数学内部．这就要求教师、学生数学地看待现实问题、研究问题，从而

增强教师、学生的数学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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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探究性活动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中包含着各种可能的情

况，有探索的艰辛，也有意外的收获．有利于激发学生深层学习的动机和

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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