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讲 数学命题的教学 

一、何为数学命题 

1. 数学命题：表达数学判断的语句，包括：公理、定理、推论、公式等。 

2. 数学判断：对数学思维对象有所肯定火否定的思维模式。 

二、数学命题的学习 

1. 四个方面：（1）内容（要求：准确，使用数学语言）；（2）结构（包括：条件、
结论、量词等）；（3）证明（具有：逻辑作用，培养能力作用，加深理解作用，强化
记忆作用【此处有讨论】）；（4）运用（例题、习题）。 

2. 学习形式 

（1）接受式。教师：讲授；学生：理解。常见，但是需要改进。 

（2）发现式。教师：指导；学生：相对独立地从具体例子出发，通过操作、实验、推
理、最终发现一般结论。某些命题只能如此教学，例如，平面几何中的公理：过两点
有且只有一条直线。 

（3）混合式（个人观点）。举例，线性相关的向量组中必有一个向量可以由其他向量
线性表示。 

三、数学命题教学的基本策略 

1. 引导学生发现命题。建议：不要首先直接提出命题内容，而是有目的地创设情境、
提供材料，引导学生思考。 

2. 剖析命题结构。例：不可能事件的概率为零。条件是“不可能事件”，结论是“概
率为零”。但是有些学生理解成了“概率为零的事件是不可能事件”，于是在讨论下
面问题时出现了逻辑错误：已知P(A) = 0，P(B) = 1

2
，求P(A ∪ B)。再例，单调函数有

反函数，有的同学理解成了：只有单调函数才有反函数——明显错误。 

3. 讲清楚证明的思路与方法。 

（1）某些证明方法可能有代表性（例，数学归纳法）；（2）强调思路与方法，而不
是熟记证明过程；（3）应该适当地探索其他证明方法。 

4. 命题的教学必须有应用，也就是跟上相应的例题和习题。 

5. 命题应该系统性掌握。例如，平行四边形的相关命题，有判定定理、性质定理以及
特殊的性质定理——相关公式。 



6. 公式教学有特别之处：（1）符号多，所以教师应该将之翻译为自然语言并帮助学
生理解；（2）注意公式的变形和变形的推导；（3）公式必须强调记忆（例，奇变偶
不变，符号看象限）；（4）条件特别容易忽视，因此需要特别强调。 

四、数学命题的引入（引入方法略，下面谈注意事项） 

1. 导引例的选取，应注意背景简洁。 

2. 实验与操作引入常见的有：几何图形的折叠、翻转、拼接、分割；尺规作图。 

3. 提问引入，应尽量避免“是非式”、“填空式”提问，应避免太无聊的问题（考虑
中学生的逆反心理） 

4. 话题引入时，讨论的话题应该具体。 

5. 多媒体引入时，应注意学生的参与性。 

6. 以复习回顾引入，一定要有针对性和参与性。 

五、命题的分析过程 

1. 阅读（学生自行阅读或教师呈现）；2. 学生发言或教师讲解命题的内容与结构：条
件是什么，缺了会怎样，结论是什么能不能改变。 

六、命题的证明 

1. 分析证明思路（参考波利亚的“怎样解题表”，使用问题链诱导学生，让学生体会
尝试的过程）。2. 证明的表述。3. 揭示思想方法（采用渗透的方式）。 

七、命题的应用 

1. 条件与适用范围（可以考虑使用正反两方面的例子）。例，定理：若𝑎𝑎
𝑏𝑏

= 𝑐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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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𝑘𝑘. 直接使用定理而没注

意条件会漏一个解。 

2. 全面性，练习和例题应该能全面触及该命题的各个方面。 

3. 灵活性，考虑命题是否有变种，如逆否命题等。 

4. 既要有例题也要有课堂练习。 

八、命题教学案例（课下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