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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ＨＰＭ 视角下的
“

对数
”

教学探索

馨 广东省珠海市第一 中学 潘 静

ＨＰＭ 是建立在数学史及数学教育深度融合 的基

础上的创新教学模式 ， 传统教学模式下 ， 很少有教师

了解这一模式 ．更极少应用于实践 中 ， 因此 ， 针对所学

习 的数学知识 ， 很多学生都不能够形成完整 的体 系 ，

甚至还感受 到 了 学 习 过 程 中 的枯燥 与 乏 味 ． 本 文 对

ＨＰＭ 模式进行 阐 释 ， 说明其在数学教育实践 中 的重

要功能 ， 并 以
“

对数
”
一课 的教学辅 以 实证 ， 谈谈如何

在数学课堂中融人数学史 ， 以此提高学生对数学知识

的学习兴趣 ，促进其综合素养的全面提升 ．

—

、
ＨＰＭ 模式在高 中数学教学 中 的应用

价值

将 ＨＰＭ 模式 引人高 中数学教学 ， 最突 出 的功能

就是亲历数学家的真实故事 ， 使学生可 以就此萌发主

动参与数学探究 的 热情 ， 既有 助 于树立数学学 习 自

信 ，也有助于提高数学教学效能 ．

１ ． 激发学生数学学 习 兴趣

在进人高 中 阶段之后 ， 数学知识的学 习 既没有实

验 ，也没有游戏 ， 很多学生认为其枯燥乏 味 ， 这是 由学

科的特点所决定 ， 因为其中蕴含 了极其丰富 的理论知

识 ，使学生望而生畏 ， 感到 高深莫测 ． 实 际上 ， 在数学

这 门学科的发展进程 中 ， 因 为经历 了 深厚 的积淀 ， 再

加上其本身所具有 的高度凝炼性等特点 ， 很难使学生

提起主动参与学 习 的兴趣 ． 因此 ， 教师在推导数学公

式 、 阐释数学定义 、说明论证过程 的时候 ， 如果可 以带

领学生深人 了解这些知识点 的起源及其发展 ， 或者引

人充满趣味性 的知识小故事 ， 就能够改变原本枯燥的

知识状态 ， 提高学 习 的趣味性 ， 也能够 因 此使学生感

受到数学学习 的乐趣 ．

２ ． 提升学生高 阶思维品质

当学生在面对数学问题时 ， 需要灵活运用知识对

其进行解析 ， 实际上 ， 学生所经历 的是一 系列思维过

程 ， 其 中 既包括空 间 想象 、 观察发现 ， 也包括归 纳类

比 、反思架构等 ． 通过这些思维活动 ， 可 以 帮助学生判

断潜藏于 客观事物之下 的数学现象 ． 在数学史 中 ． 包

含 了数学概念 、 数学思想方法等 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

９６十
．

？炎 ，

？ 高 中

是 由 先辈科学家经历 了艰苦卓绝 的研究才总结 出 的

优秀成果 ， 其本身具有高度 的抽象性及概括性 ， 可将

其引 入数学教学实践 中 ， 充分 利用 蕴含于其 中 的 思

维 ，锻炼学生 的数学思维能力 ．

３ ． 培养学生数学文化修养

在人类文化体 系 中 ， 数学也是其 中 的重要构成 ，

更应当体现于文化层面的教育 ？ 而数学史就是承载数

学文化的最佳载体 ． 在引人 ＨＰＭ 模式之后 ， 有助于还

原数学知识的诞生过程 ， 促进数学文化 的生成 ， 带动

学生数学文化修养的进一步提升 ． 基于 ＨＰＭ 模式 ， 可

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数学学 习 观及价值观 ， 使他们

可 以通过充满趣味 的数学学 习 ， 真正体会到数学 中所

蕴含的美 ， 能够对数学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 也会 因

此主动生发 了解数学史 的欲望 ， 感受数学思维 的发展

过程及变化趋势 ．

二
、
ＨＰＭ 模式应用 于

“

对数
”

教学案例

在高 中数学知识体系 中 ，

“

对数
”

是重要 的教学 内

容之一  ？ 在
“

数与对数运算
”

时 ， 对数是以指数的模型引

入 ，对于这种导人方法而言 ， 能够直观地揭示对数和指

数之间 的密切联系 ． 但对学生而言 ， 由 于所涉及的是一

个具有高度凝练性的新概念 ， 因此 ， 学习 实践 中呈现出

两种不同的现象 ：

一是对概念未能形成深人理解 ， 并不

了解对数的作用 ；
二是死记硬背运算法则 ， 盲 目 套用 ，

出现了各种错误 ． 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学生

对对数的概念缺乏深人理解 ． 为 了进一步优化课堂教

学效能 ，可 以引 人概念的发展史 ， 借助课后 的 阅读思考

板块 ， 使学生可 以亲历对数的产生过程． 传统教学模式

下 ，很少有教师会将其引人具体的教学实践 中 ， 甚至很

多学生并不了解这一 内 容 的存在 ． 为 了 帮助学生形成

深刻的理解 ，也为 了将数学史成功 引 人数学教学实践

中 ，而且不会过多地 占用课堂教学时间 ， 既要保障课堂

学习 的充实 ，也不能让学生理解为这是一堂数学史课 ，

因此 ， 有必要优化课堂教学设计及实施举措 ．

１ ． 创设 问题情境 ， 引 出
“

对数
”

概念

（ １ ） 呈现问题情境 ： 在不使用计算器 的情况下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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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计算
２ ９ ９ ７ ９ ２ ４ ５ ８ Ｘ ３ １ ５ ３ ６ ００ ０ Ｘ１ ００ ００ ０ ． 很显然 ，这是

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 ，但是在 １ ７ 世纪 ， 天文学家并没

有计算器 ． 每天都要进行大量 的类似 Ｗ
？

算 ， 闪此 ， 如何

简化计算方法 ， 成为他们迫切盂要解决的难题 ．

（ ２ ） 简单阐 释
“

对数
”

的发展背景 ．

从 〗 ６世纪开始 ， 天文学 ，航海贸易等呈现出 了极其

迅猛的发展 ， 对于科学家来说 ． 每天最为繁 重 的任务就

是大量复杂的计算 ， 因此 ，简化计算成为其迫切需要解

决的关键难题． 在这一背景下 ， 纳皮尔发 明 了对数 ． 这

一研究耗费 了长达 ２０ 年 ，其后布里格斯对其进行改造

时 ，推出 了常用对数 ． 相 比较来 》 ， 对数的发 明更早 ， 直

到 １ ８ 世纪 ， 欧拉才发现 了指数和对数之间 的互逆关系 ．

自 对数公布 于世之后 ， 其？间经历 了 三个重要 阶段 ： 其

一

，简化运算方法 的想法 ； 其二 ， 对数表 的发 明 ； 其三 ，

指数对数之间 的关系 ． 随着教材的持续更新 ， 省略 广之

前的两个发展阶段 ，现下我们将其融人教学史 中 ， 通过

重构历史的方式 ， 帮助大家珂解对数 ．

２ ． 融入史料元素 ， 体验
“

对数
”

思 想

（ １ ） 体验简化运算思想．

师 ： 我们首先来通过一道计算题 ． 了 解 大家 的计

算水平 ：
２ ９ ９ ７ ９ ２ ４ ５ ８Ｘ３ １ ５ ３ ６ ０００Ｘ１ ００００ ０ ４

学生一宥到这个题 目 立刻抱怨太难算 ， 教师对此

给 出 了 解释 ： 这 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 的数据 ， 但是却

是天文学 中存在的真实问题 ： 艽 中所涉及 的 第一个数

椐是光速 ，第 ２ 个数据是一年的秒数 ．

生 ： 如果 以直接计算 的方式太过于烦琐 ．

师 ： 在 １ ６世纪 ， 天文学得到 了极其迅猛的发展 ，但

是天文学家也不得不面对极大 的 困扰 ， 那就是复杂 的

运算 ， 因此 ， 简化运算是其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 ２ ） 借助对数表探索 ．

出示对数表 中 的
一部分 ：

１ ２ ３ ４ ５ ６７

３ ９２ ７８ １２ ４ ３７ ２ ９ ２ １ ８ ７

８ ９ １ ０ １ １ １ ２ １ ３ １ ４

６ ５ ６ １１ ９ ６ ８ ３５ ９ ０４ ９１ ７ ７ １ ４ ７５ ３ １ ４ ４ １ １ ５ ９ ４ ３ ２ ３４ ７ ８ ２ ９ ６ ９

１ ５ １ ６
… …

１４３４８ ９ ０ ７４ ３ ０ ４ ６ ７ ２ １


师 ： 现在大家计算 当指数为 ９ 时相对应的结果 ．

生 ：
１ ９ ６ ８ ３ ，

师 ： 如果指数为 １ ３ ，答案又是多少 ？

生 ：
１ ５ ９ ４ ３ ２ ３ ．

师 ： 大家计算得真是又快又准确 ！８ １Ｘ ２ １ ８ ７ 等于

多少呢 ？

生 ：
１ ７ ７ １ ４ ７ ， 通过查表就能够知道答案 ．

师 ： 看起来大家 Ｌｉ 经找到规律 了 ， 那 么再挑战一

下０ ．１ ２ ６ ４ ７ ３Ｘ ３ ５ ６ ２ １ ８ ＝？

生 ：
０ ． １ ２ ６ ４ ７ ３ 、 ３ ５ ６ ２ １ ８ 都是 ３ 的几次幂 ？ 因 为表格

中没有 ， 所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计算 ．

师 ： 原来表格 中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 只能查到 ３ 的

整数指数幂 ， 如果是其他实数 ， 就并不适用 ．

生 ： 是否可 以把表格做得再细致一些呢 ？

师 ： 这么做确实是可 以 的 ， 但是制作 的难度很大 ．

纳皮尔花费 了２０ 年的时间 才制作 了 能够查询 的对数

表 ，在 １ ６ 、 １ ７ 世纪 ， 这可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 ， 推动

了 当时天文航海等各领域 的 发展 ． 当前 ， 我 们也可 以

利用 Ｅｘｃｅ ｌ 表格模拟查询 ， 但是所得出 的 只是近似值 ，

是否存在精确 的表疋方法呢 ？

（ ３ ） 沟通概念联系 ．

通过初 中 阶段的学 习 ， 我们 已经知道 ， 如果 ．ｒ
２ ＝

３
， 为 了能够更精准地表示 ｘ 的值 ， 引 人符号

“

ｆ
”

．

同理 ， 为 了 精 准 地表示 对数 ， 也 引 人 了
一个新 符 号

“

ｌｏｇ

”

． 如 ．ｚ 

＝
ｌｏｇ３ 

７表示
“

以 ３ 为底 ７ 的对数
”

的精确值 ．

这样 ，通过对符 哕 的一般化处理 ， 就能够从 中得 出

对数的概念 ． 并 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沟通指数与对数之

间的关系 ，从 ｉ

（ ｉ 丨促进学生在头脑中形成数学概念的网络 ，

这对于促进他们数学核心素养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

３ ． 设计层次练 习
，
把握

“

对数
”

内涵

在学生对
“

对数
”

的概念冇 了一定的理解之后 ， 通

过基础件练 ＞
Ｊ 、 变式性练 ４ 、 综合性练 ４ 促进学生对

“

对数
”

这一概念的本质 内涵进行深入理解 ． 由 于篇幅

关系 ， 具体练习在木文中不呈现 ．

教学实践证明 ， 在教学
“

对数
”

概念时 ，基于 ＨＰＭ

能够呈现 出更突 出 的教学优势 ， 教师可 以在学生现阶

段珂解 的基础上梳理其可能遭遇 的 问题 ， 然后设计具

有针对性 的教学案例 ， 既能够在课堂教学 的过程 中 重

现对数的发 明过程 ， 也 引 入 了 真实 的情境 ， 使学生可

以 了解知识的发生背景及演变过程 ． 体会数学家 的崇

高品质及坚持不懈 的精神 ． 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