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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advocates the need to penetrate mathematical ideas in the process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As an important mathematical idea, analogy thought often appears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educators. Through the study of 
analogy thought, students develop the habit of analogy thinking,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of 
self-exploration of new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ir thinking way.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wo 
sections of “Different Topics with Similar Lessons”, analyze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analogy thought in the process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provides some help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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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程标准倡导在数学教学过程中需渗透数学思想。类比思想作为重要的数学思想经常出现在教师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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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中，并越来越受到教育者们的关注。学生们通过类比思想的学习养成类比思考的习惯，激发自

主探索新知识的热情，完善自己的思维方式。本文从两节“异课同构”课出发，分析教师在数学教学过

程中对类比思想的具体实施方式，为提高教学实效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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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们在进行观察和思考的过程中总是习惯把属性相同或相似的两类事物进行比较，并常常将在处理

某些事物上获得的成功经验用到处理与这些事物相同或相似的另一些事物上，这种思考与处理问题的思

维方式称类比法。它是一种由特殊到特殊的推理方法，是中学数学教学的基本思想方法之一。新课程标

准倡导在数学教学过程中需渗透数学思想。类比思想作为重要的数学思想已落实在教师们的课堂教学中，

并越来越受到教育者们的关注。例如：华玉翠[1]介绍了高中数学类比思想的运用方法；林养秋[2]分析了

类比思想方法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有效实施；朱俊德[3]通过实例阐述了类比思想在中学数学

教学过程的应用。事实上，类比思想是联系新旧知识的纽带，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合理运用类比思想有助

于学生找出新旧知识之间的相同点、相似点和不同点，达到巩固旧知识，理解和掌握新知识的目的。例

如：孔伟利[4]分别从结构相似、图形相似、范围相似三个方面对类比解题做了详尽的阐述；曾安雄[5]则
分别从特殊向一般类比、抽象向具体类比、低维向高维类比、平行类比和方法类比五个方面针对类比推

理题类型及解法进行说明。这些研究无疑对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学生对知识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从一种全新的视角——通过两节“异课同构”课的授课过程，分析教师如何要求学生运用类比思想

建立原有知识和新知识之间的联系，归类比较知识间的异同，进而获得新知识。 

2. 教学背景介绍及教学片断分析 

两节“异课同构”课的教学内容分别选自北师大版高中数学必修 1 第三章第五节的内容《对数函数》

和必修 5 第一章第三节的内容《等比数列》，两节课为同一位教师执教，执教教师的教龄为 7 年。所观

察的班级为不同年级的两个班，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认知水平较好，思维能力较活跃。 
高中阶段的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是不成熟、不断发展的主体，教师在具体教学设计过程中必须以学生

思维发展为依据，利用恰当的方法引导他们去学习。下面从三方面的教学片断来感受这位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的具体实施方式。 

2.1. 教学片断一：利用情境，生成定义 

2.1.1. 对数函数定义的生成过程 
请同学们回答两个情境中的问题，并结合函数的概念，抽象出对数函数的定义。 
情境 1：我们知道考古学家估计出文物或古遗址的年代可以利用生物体内 14C 的含量 p推算生物体的 

年代关系 15730
2

logt p= ，那么 t 是关于 p的函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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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2：《庄子▪天下篇》中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若木棰剩余部分长度为 x ，被

截取的次数为 y ，那么 y 是关于 x 的函数吗？ 
对于情境 1，因为每一个 14C 的含量 p通过此关系都有唯一确定的年代 t 与它对应，所以得到 t 是 p的

函数。对于情境 2，因为木棰被截取后剩余部分长度为 x ，而 x 的值决定了木棰被截取的次数 y ，所以得

y 是关于 x 的函数。类比后发现：对于每一个对数式 logay x= 中的 x ，任取一个正的实数值，均有唯一

确定的 y 与之对应，所以 logay x= 是关于 x 的函数。 
一般地，我们把函数 logay x=  ( 0a > 且 1a ≠ )叫做对数函数，其中 x 是自变量，函数的定义域( 0,+∞ )。 
老师以学生熟悉的知识(函数定义)为背景，启发学生运用类比思想分析一般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异同，

让学生自己给出对数函数的定义，从而理解对数函数也是一种函数。 

2.1.2. 等比数列定义的生成过程 
请同学们根据以下情境，先将其转化为数学问题，观察共同点，类比等差数列的定义，给出等比数

列的定义。 
情境 1：国王奖赏国际象棋发明者的事例，发明者要求：在第 1 个方格放 1 颗麦粒，在第 2 个方格

上放 2 颗麦粒，在第 3 个方格上放 4 颗麦粒，在第 4 个方格上放 8 颗麦粒，依此类推，直到第 64 个方格

子，国王能否满足他的要求呢？ ( )2 641, 2, 2 , , 2  

情境 2：“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21 11, , ,

2 2

       


 

情境 3：某轿车的售价约 27 万元，年折旧率约为 10%(就是说这辆车每年减少它的价值的 10%)那么

该车从购买当年算起，逐年的价格依次为多少？ ( )227,27 0.9,27 0.9 , , 27 0.9 ,n× × × 拟  
学生将情境转化成数学问题后，发现了共同点：后一项与前一项的比值是相同的。结合等差数列的

定义，轻松得到等比数列的定义。 
一般地，如果一个数列从第二项起，每一项与它的前一项的比等于同一个常数，这个数列就叫等比

数列。 
教师可以通过列举生活中关于等比数列的大量实例，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去探索，让学生自然地

运用类比思想去分析例子间的数学问题，从而归纳出等比数列的定义。 
在此过程中教师结合具体情境，以原有知识为出发点，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建立解决新问

题的信心，而且在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能力和培养创新能力等方面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2.2. 教学片断二：动手实践，合作探究 

2.2.1. 对数函数图像的生成过程 
引导学生思考：把如何画一般对数函数图像的问题转化为画特殊对数函数的图像。类比指数函数a 的

取值情况，可以取
1 12, ,3,
2 3

a = 。将学生分成四组，分别画出 1 2 2 1 2 3 3 4 1 3log , log , log , logy x y x y x y x= = = =

这四个对数函数的图像。然后观察 1 2 2 1 2log , logy x y x= = 两函数图像上点有(x, y) → (x, −y)的关系。 

利用对数的运算法则(如： 2 1 2 1 2log logy x y x= = − = )列出表格(表 1)在同一坐标内进行画图(图 1)。 
教师将类比思想融入分组画对数函数图像中，让学生从特殊函数的图像抽象出一般函数的图像，归 

结出只要描出横坐标
1 ,1,x a
a

= 三个点，就可以确定对数函数图像的大致形状和位置这一结论。同时四个 

函数图像在同一坐标系内学生容易发现对数函数的对称性，激发了他们探索函数性质的兴趣。分组画图

既提高了课堂效率又增强了学生之间合作交流的热情，也为下个环节探索对数函数的性质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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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Uses the logarithmic algorithm example table 
表 1. 利用对数的运算法则示例表 

x   1
4

 ( 1
9

) 1
2

 ( 1
3

) 1 (1) 2 (3) 4 (9)   

1 2 2log logy x=  

( )3 3 3log logy x=  
  −2 −1 0 1 2   

2 1 1
2 2

log logy x=  

4 1 1
3 3

log logy x 
= 

 
 

  2 1 0 −1 −2   

 

 
Figure 1. Logarithmic operation example diagram 
图 1. 对数运算示例图 

2.2.2. 等比数列通项公式的生成过程 
我们用公差 d，项数 n 以及首项 1a 表示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那么在等比数列中，如何根据等比数

列的定义来表示等比数列的每一项呢？ 
教师启发引导，让学生分组讨论、大胆尝试，通过类比等差数列通项公式的推导方法(递推累加法)，

学生讨论后归纳出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教师继续将问题延伸，提出：对于这个通项公式，我们可以从

哪几个方面去认识它？它可以变形成哪几种形式？公式还可以作怎样的推广？从函数的观点来认识需要

怎样来解释？ 
类比等差数列通项公式相关知识，学生经讨论后得到以下新知识：①  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

( )1
1 1 0, 0n

na a q a q−= ≠ ≠ ，要确定一个数列的通项公式，只要把两个常数 1a 与 q 求出来即可。② 通项公式

可以推广为 ( )*,n m
n ma a q m n N−= ∈ 。③ 从函数观点去认识， ( )1

1 1 0, 0n
na a q a q−= ≠ ≠ 可以看作以 n 为自变

量的函数表达式。④ 从方程观点来看，可以把 ( )1
1 1 0, 0n

na a q a q−= ≠ ≠ 看成以 n 为未知量的一个方程。 
整个活动探究的过程都是以学生为主体进行，通过类比来寻找解题思路，推广数学命题，加深了学

生对等比数列通项公式的理解。与此同时，通过对等比数列通项公式的发现与猜想，学生思维的独创性

与灵活性也得到训练。 

2.3. 教学片断三：类比归纳，探究性质 

2.3.1. 对数函数性质的生成过程 
请同学们类比前面讨论指数函数性质的思路，思考研究对数函数的性质的内容和方法。(教师用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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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指数函数及其性质)上个环节学生们已完成对数函数图像的生成，所以结合图像以“两域三性”为出

发点类比对数函数的性质(表 2)。 
对数函数这节内容相对抽象，学生并不容易理解。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反而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所以在进行这部分内容教学时，教师只做引导者，引导学生类比指数函数性质归纳思路，通过自己的观

察，根据对数函数的图像得到对数函数的性质。整个教学过程注重学生自主探索知识能力的培养，让学

生深刻体会知识的形成过程，充分认识到数学思想在探索新知识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2.3.2. 等比数列性质的生成过程 
等比数列性质这部分内容在教材中并没有以成节形式出现，这就需要学生去思考，去探究。如果教

师以自己讲授为主，将相关性质直接灌输给学生，不仅不利于知识的吸收，可能还会造成一定的学习压

力。由此，先让学生回顾等差数列的性质，以熟悉的知识为导向，并引导他们从等差、等比数列定义间

的区别去思考，类比等差数列的性质，大胆猜想等比数列的性质(表 3)。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发现问

题、探究问题、获得结论。 
学生从形式上得到类比的特征，从本质上体验思维的过程。了解类比不仅是形式上的“相似”，而

是从相似中得到猜想，再由论证使之成为正确的类比。这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辩

证中掌握类比的思想方法，也倡导了以“以学生自身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6]。 
在利用类比思想进行教学时，注重的是学生要善于发现新旧知识的联系，从而获得新知识的过程。

这两节“异课同构”课是运用类比思想教学的典型代表，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类比法的运用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properties of logarithmic functions 
表 2. 对数函数的性质对比 

 
对数函数 log x

ay =  (a > 0，且 a ≠ 1)的性质 

两域三性 a > 0 0 < a < 1 

图像的特征 图像 

  
图像都在 y 轴右侧 定义域 (0, +∞) 

图像可以上下无限延伸 值域 R 

从左到右，图像上升或下降 单调性 单调递增 单调递增 

单一函数的图像无对称性 奇偶性 非奇非偶函数 

单一函数的图像无周期变化 周期性 非周期函数 

其他 
过点性(0, 1) 

底数互为倒数的函数图像大于 X 轴对称 

 
Table 3. Contrast series comparison proportional series 
表 3. 等差数列对比等比数列 

性质 等差数列 等比数列 

1 若 m + n = s + t，则 am + an = as + at 若 m + n = s + t，则 am * an = as * at 

2 m + n = 2K，则 am + an = 2ak m + n = 2K，则 am * an = ak
2 

3 {an}中任意两项 am，an都有 an = am + (n − m)d {an}中任意两项 am，an都有 an = am * q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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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自发探索新旧知识的异同，进而巩固旧知识，掌握新知识，提升学习

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3. 类比思想的重要性 

首先，类比有助于学生自主探索新知识，改变被动学习方式。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全面展开，数学课

堂教学更加强调自主探究和知识构建，要求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全过程。教师们通过在教学过程中恰当的

融入类比思想，可以使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自主探索新知识，获得“再发现”的学习体验，激发学习兴趣，

也有助于教师突破教学难点，打破原有的“教师只管讲、学生只管听”的教学方式。比如，学习双曲线

定义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把双曲线的定义与刚学的椭圆的定义进行类比，发现两者除了椭圆定义中的

“和”与双曲线定义中的“差”不同外，其他方面几乎无变化。于是学生根据定义推导出双曲线标准方

程后自然而然的发现双曲线标准方程就是把椭圆方程中的“和”变成了“差”。这样讲解不仅使新知识

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利于理解和接受，而且更侧重新知识的探索，让学生头脑真正动起来，促进学生

学习能力的发展和学习方式的改变。 
其次，类比有助于学生构建数学知识体系，增强对知识理解的整体性。数学学科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知识点与知识点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学生们在学习数学知识时需要认识到数学知识是一个有机整体，

遇到新问题和新知识可以根据已学知识充分发挥类比思想的作用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发现他们的相同

点、相似点和不同点，从而解决新问题和掌握新知识。比如，一元二次方程，二次函数，一元二次不等

式及二次三项式在实数范围内的因式分解等知识都跟 2 4b ac− 有密切的联系，如何更清楚的区分它们的

异同之处呢？通过列表分析 2 4b ac− 在这些知识块间的应用，不仅巩固新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通过

不断的洞察，不断思考，亲历数学知识的构建过程，并在此过程中使自己的思维层次不断提升。 
第三，类比有助于学生培养开放性思维，提高数学应用意识。开放性思维是指突破传统思维定势，

能多视角、多方位看问题的思维。具备了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就能够不断的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

前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否透过现象看本质，遇到新问题首先考虑它“像什么”，放开思维大胆想象，

之前是否见过这类相似的问题，类似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不断地去发现，去创造，

获得新知。在数学学习中，通过开放性思维的类比思想得到结论的例子有许多，比如：由分式与分数在

形式上的相同，可以类比出分式也有与分数相同的基本性质和运算性质。由等式的基本性质类比得出不

等式的基本性质；学习相似三角形时可以类比全等三角形的性质与判定等等，通过这种类比进行学习，

对学生开放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是非常有益的。除此之外，教师在教学过程可以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或生

活经验，立足于教材提供一些与之相合的实际问题情境，促使学生利用类比思想去思考问题，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这些都能增强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类比思想是一种重要的数学思想，更是一种重要的数学方法。在学生探究学习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

用是不容忽视的。只有我们意识到类比思想在教学中的价值，并注重将其应用于数学教学中，通过这种

教学方法去展示数学知识间的连通关系，才能让学生在类比学习中体会探索新知识的乐趣，感悟数学思

想和方法的内在联系，从而升华思维，创造性的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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