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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想象揭面纱 逻辑推理显真颜

——以 2019 年人教 A版“直线与平面平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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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体几何教学,教师要关注发展学生直观想象、逻辑推理等核心素养。文章以“直线与平面

平行”的教学实践为案例，通过设置问题情境，观察几何模型，动手操作再数学抽象，引导学生发现直

线与平面的平行的判定和性质。在应用直线与平面的平行的判定和性质定理时，通过训练学生对几何语

言的合理使用，提高逻辑推理能力，达到发展学生直观想象、逻辑推理素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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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

订)指出，发展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是课程的重要目标，

育人价值的体现。而核心素养如何在教学中落地，引

发了广泛教师的关注。立体几何的教学着重关注发展

学生的直观想象、逻辑推理的素养。研究空间几何图

形和它们的性质的基本方法源于直观感知，然后操作

确认，最后逻辑验证。

基于此，笔者以 2019 年人教 A版必修二(以下简

称为“教材”)中的 8.5.2 节“直线与平面平行”为例，

对如何培养学生的直观想象、逻辑推理素养，谈谈自

己的一点做法，期与同行交流。

一、直观想象探思路

（一）借助模型直观想象

问题 1：如图 1,当门绕着一边转

动时,另一边与墙面有公共点吗？门

扇转动的一边与墙面平行吗？

问题 2：如图 2,将一块矩形硬纸

板 ABCD平放在桌面上,把

这块纸板绕边 DC 转动,在

转动的过程中(AB 离开桌

面),DC的对边 AB与桌面

有公共点吗?边 AB 与桌面

平行吗?

教师转动教室的门，学生翻动纸板，都是充分利

用了实物原型。学生借助模型，可以直观看到无论门

扇转动到什么位置，转动的一边与固定的一边总是平

行的，它与墙面是平行的。教师引导学生根据实物抽

象成数学模型，直观想象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断方法，

探究如何将空间问题转化为平面问题的有效途径，进

而得到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定理。其实，直线与平

面平行的判定定理渗透了处理空间位置关系的一般方

法，即空间问题平面化。教师进而提出问题 3：这一定

理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应用，你们能举例吗?学生充分

交流后不难回答：安装教室的日光灯，为了使日光灯

与地面平行，只需日光灯与天花板和墙面的交线平行；

安装黑板时，为了使黑板的边缘与地面平行，只需黑

板的边缘与地面和墙面的交线平行……

从学生熟悉的实际问题引入，使学生了解数学来

源于实际生活，经历定理的发现过程。教师设置问题

串，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随着学生思维的

层层深入，探究发现“线面平行”判定的关键因素为

找“线线平行”，这蕴含了研究立体几何的基本方法，

即借助模型→直观想象→抽象概括，从而发展直观想

象素养。

（二）融合技术直观想象

在应用直线与平面

平行的性质定理时，教

师展示例题：在如图 3

所示的一块木料中，棱

BC平行于面 A′C′。经过

面 A′C′内的一点 P 和棱

BC将木料锯开，在木料表面应该怎样画线？

有的学生在作图时出现如图 4 所示的错误(直接连

接 PB和 PC)。对于这个错

误，教师可以利用几何画板

制作一个模拟锯木料的动

画过程。让学生更加直观的

理解切割的过程，理解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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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实则是过点 P和棱 BC得到的截面与木料的表面的

交线，由基本事实 4、推论 1和线面平行的性质定理画

出正确的线段，得到如图 5。

融合信息技术，让学生

更直观地观察空间几何体

的结构特点和其中的位置

关系，突破了本题的难点，

发展了学生直观想象的核

心素养。

二、逻辑推理助解题

（一）逻辑推理建构知识网络

教师在讲解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判定后，可以引导

学生归纳总结判断一条直线与平面平行的关键条件，

进而提出问题：已知线面平行又能得到什么结论？即

研究已知直线与平面内直线的位置关系，这就是线面

平行的性质。教师可引导学生观察长方体的模型，发

现直线显然与平面内直线没有公共点。所以已知直线

与平面内的直线平行或异面。此时，教师借助模型提

醒学生，避免出现“若线面平行，则该线和面内任意

一条直线平行”的错误。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若直

线 a平行平面α，直线 a满足什么条件与α内的直线 b
平行，由基本事实的推论 3可得，直线 a，b可确定平

面β。所以，直线 b被看做是平面α与过直线 a的平面β
的交线。于是可得如下结论：过直线 a的平面β与平面

α相交于 b，则 a//b。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探究—操作

—猜想—论证，培养学生科学论证的理性精神，发展

学生逻辑推理的核心素养。

本节是立体几何研究线面平行“定性”问题的关

键课时，研究直线与平面平行判定后再研究其性质，

为后续研究直线和平面垂直关系奠定了基础，乃至可

以类比进一步研究直线与平面的位置关系，得到研究

立体几何的方法即把空间问题平面化这种化归转化的

方法，学生在认识研究立体几何的“基本套路”中，

得到立体几何“定性”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知识体系的

建构。

（二）逻辑推理学会合理表达

几何语言包括图形语言、文字语言和符号语言［1］。

融合这三种语言的过程就是逻辑推理的发展过程。

表达是一种可视化的表现，它指的是学生把自己

的见解、判断、感受等通过图画、语言、符号等表现

出来。例如教材中证明直线、平面之间的平行的性质，

让学生学会用符号语言合理准确地表达，循序渐进地

掌握相应的证明方法。又如教

材的 137 页的例 2，是线面平

行关系的经典范例，教材用三

种语言进行表达，即如图 6，

在空间四边形中，AB 和 AD

的中点分别是 E、F，证明 EF//平面 BCD。教师引导

学生先理解文字所反映的图形及关系，再画出相应的

图形，利用图形语言进行表示，进而用符号语言进行

论证、推理，让学生熟练掌握“文字—符号—图形”

三种语言的表达，发展学生逻辑推理素养。

而在应用直线与平面平行的性质定理解决立体图

形问题时，如教材的 138 页的例 3，其实是“实物模型

—图形—文字—符号”的这一抽象过程。直观图形，

猜想所画线与平面 AC 的位置关系。在根据线面平行的

判定和性质定理的证明过程中，学生有条理的去思考，

再用数学符号语言有条理的表达，发展学生的逻辑推

理的素养。

三、教学反思

立体几何的教学在发展学生的直观想象、逻辑推

理等数学核心素养承担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而立体几

何的“平行”“垂直”等“定性”关系需要学生有一定

的空间想象和逻辑推理能力。“直观”是一个人长期进

行数学思维形成的，是逐渐养成的一种思维习惯，这

个日积月累就形成素养。[2]事实上，学生在这方面的能

力是比较薄弱。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从整体到

局部，从特殊到一般，认识空间几何体；再以长方体

为载体，直观认识空间点、直线、平面的位置关系；

最后由一般到特殊，进一步研究直线、平面的平行、

垂直关系，重点研究判定与性质。这样，学生有一个

从具体到抽象、层层递进、渐渐严谨的研究学习过程，

从合情推理自然地过渡到逻辑推理。

还有，教师在教学中，本着“直观感知—操作确

认—度量计算—思辨论证”的研究思路，突出几何直

观，通过直观想象抽象出立体几何的研究对象，让学

生用数学的眼光看世界；深化图形意识，发现或猜想

出图形中的直线、平面间的位置关系，找到证明思路，

让学生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世界；求解具体问题中，

熟练掌握判定定理和性质定理，有机结合图形语言、

文字语言和符号语言进行推理论证，让学生学会用数

学的语言表达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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