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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中数学教学情境
创设适切性的探究

———以《任意角》的教学为例

范 云
( 常州市第三中学，江苏常州，213000)

摘 要:教学情境的创设对于数学教学的开展至关重要．本文以《任意角》一节的教学为例，对数学教学情境的创设进行了
探究，并总结了一些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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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学生来说，高中数学知识难度较大，学习
起来非常吃力，也因此失去了数学学习的兴趣和动
力．合理地创设数学教学情境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也有利于教学工作的开展，让课堂充满活
力，从而点燃孩子们学习的热情．

本文以《任意角》一节的教学为例，探究如何创
设适切性的数学教学情境．

1 课堂实录

1．1 情境创设
师:同学们，初中我们接触了角的概念，大家还

记得角是怎么定义的吗?
生 1:一条射线绕着它的端点旋转到另一个位置

后所成的图形．
师:非常好，请问 90°，180°，360°又称为什么角?
生 2:分别称为直角，平角和周角．
师:那么 30°，120°又分别是什么角呢?
生 3:分别是锐角和钝角．
师: 非常好．同学们，

有人知道谷爱凌吗?
生 4: 我知道，是 U

型池比赛的冠军．
师: 是的，2022 年 1

月 9日，谷爱凌获得了世
界杯自由式滑雪 U 型池
比赛的冠军，同时也成为了赛季总冠军，这是中国选
手在这个项目的巨大突破．谷爱凌的父亲是美国人，
母亲是中国人，她在 15 岁这年将国籍改为了中国，
代表中国队出战比赛，这种爱国精神震撼了我们，值
得大家学习．

看下面这张图片，U 型池的滑道分为左右两边，
选手在比赛时经常要做一些翻转动作．比如说从左边
滑道上去向内翻转两周，那么在这个动作中运动员
翻转了多大的角呢?

生 5:一周是 360°，老师，两周是不是 360°的两
倍 720°呢?

师:同学们非常聪明，发现初中所学习的角的范
围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了，把角的范围进行了
扩大．那如果运动员翻转了两周半，是多大的角呢?

生 6:是 360°的两倍加上 180°，答案是 900°．
师:非常好．这样角的范围又被我们进一步地扩

大了，大家想一想，可以一直扩大下去吗? 会有上
限吗?

生 7:可以扩大下去，没有上限．
师:大家思考一下，如果运动员是从右边滑道上

去向内翻转两周，是翻转了多大的角呢?
生 8:也是 360°的两倍 720°呀．
师:那运动员从左边滑道上去向内翻转两周跟

从右边滑道上去向内翻转两周有区别吗?
生 9:都是翻转两周，没有明显区别呀．
师:大家思考一下，翻转的方向一样吗?
生 10:不一样．运动员从左边滑道上去往内翻转

是顺时针翻转，从右边滑道上去往内翻转是逆时针
翻转．

师:那我们怎样区分这两种情况呢?
学生集体陷入沉默．
师:这两种情况的区别提示我们在研究时不仅

要研究角的大小，还要研究角的旋转方向．这两种情
况的翻转方向是相反的，大家想一想平时我们用什
么来表示具有相反意义的量? 可以小组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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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 2分钟．
师:有同学有想法吗?
生 11:老师，可以用正、负来表达吗? 这样既能

体现角的度数，也能表示方向的区别．
师:你讲得非常好，为了表示不同旋转方向所成

的角，可以用正负来表示．
我们作如下规定:
正角:按逆时针方向旋转所

成的角;
负角:按顺时针方向旋转所

成的角;
零角:如果射线没有作任何

旋转，看成零角．
这样，就把角的概念推广到了任意角，包括正

角、负角和零角．
设计意图:将学生熟悉的热点事件作为问题情

境，引入任意角的概念，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同时
也让探究过程更加清晰自然．
1．2 数学建构

师:为了便于研究，今后我们常以角的顶点为坐
标原点，角的始边为 x 轴正半轴，建立平面直角坐标
系．这样，角的终边( 除端点外) 在第几象限，就说这
个角是第几象限角．

有学生举手提问．
生 12:老师，万一终边落在坐标轴上，那怎么判

断是第几象限角呢?
师:这个问题非常好，如果这个角的终边落在坐

标轴上，那么称这个角为轴线角．
大家思考一下，－300°，－150°，－60°，210°，300°，

420°分别是第几象限角?
生 13:前三个分别是第一象限角、第三象限角、

第四象限角．
生 14:后三个分别是第三象限角、第四象限角、

第一象限角．
师:非常好，大家在作图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

这些角之间有什么关系?
生 15: －300°和 420°的终边相同，－150°和 210°

的终边相同，－60°和 300°的终边相同．
师:这些终边相同的角，大家会用其中一个表示

另外一个吗?
生 16: 420° = －300°+2×360°;

210° = －150°+1×360°;
300° = －60°+1×360°．

师:很棒．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些终边相同的角

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
集体回答:它们之间相差 360°的倍数．
师:大家说对了，那大家会写出与 60°角终边相

同的角吗? ( 小组讨论)
生 17: α= 60°+k·360°．
师:很好，但是等式里面的 k是什么含义?
生 17:是整数．
师:对了．那么我们将特殊情况推广到一般情况，

与角 α终边相同的角的集合为
β | β=α+k·360°，k∈Z{ } ．
师:终边相同的角一定相等吗?
集体回答:不一定，终边相同的角有无数个．
设计意图:使学生了解什么是象限角、轴线角．并且

从具体到抽象，特殊到一般，引导学生逐步归纳总结出
终边相同的角的定义．整个过程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1．3 数学应用

例 1 在 0°到 360°的范围内，找出与下列各边
终边相同的角，并分别判断它们是第几象限角:

( 1) 650°; ( 2) －150°; ( 3) －990°15'．
学生思考 2 min．
师:哪位同学已经有思路了?
生 18:可以写出所有与已知角终边相同的角，然

后找出哪些角在 0°到 360°的范围．
师:具体怎么找出在 0°到 360°的范围的角呢?
生 18:通过对终边相同的角中的参数 k 进行赋

值，这样可以挑选出 0°到 360°的角．
师:非常好，下面请同学们自己试一试．
【练习】 分别写出与下列各角终边相同的角的

集合，并把集合中适合－360°≤α≤360°的元素 α 写
出来．

( 1) 60°; ( 2) －75°; ( 3) 90°; ( 4) －180°．
设计意图:通过例题让学生进一步体会象限角

和终边相同的角的含义，并掌握判断终边相同的角
的一般方法．

例 2 已知 α 与 240°的角终边相同，判断
α
2 是

第几象限角．
小组讨论 2 min．
师:有没有哪位同学可以代表本小组交流?
生 19:首先将 α 表示出来，α = 240° +k·360°，

k∈Z．

然后写出
α
2
= 120°+k·180°，但是做到这里有困

难了，不知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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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做到这里的困难具体是什么?
生 19:不会判断该角所在的象限．
师:为什么觉得判断不了?

生 19: α
2的表达式内是

k·180°，不是 k·360°．

师:大家一起想一想，有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进
行转化，转化成我们熟悉的问题．

生 20:对整数 k进行讨论，令 k= 2n和 k = 2n+1，
n∈Z．

师:你为什么想到这么处理? 这么处理的原因
是什么?

生 20:这样做表达式内会出现 n·360°，就可以
判断角所在的象限了．

师:大家同意这么处理吗? 这么处理有没有改
变整数 k的范围?

全体:没有改变，k仍然表示一切整数．
师:是的，这样做巧妙地解决了我们的困难，把

我们不熟悉的问题转化成了我们熟悉的问题．大家动
手试一试．

【练习】 设 θ是第一象限角，试探究:
θ
3 是第几

象限角? 2θ一定不是第几象限角?
设计意图:对终边相同的角和象限角的进一步

应用，让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体会分类讨论的数学
思想方法，体会这一思想在解题中的具体应用．
1．4 课堂小结

叙述并比较任意角的概念，象限角，终边相同的角．

2 课后反思

教材上本堂课的引入采用的是摩天轮的情境，
笔者在这堂课采用的是 U 型池比赛的情境，与教材
的情境不同．摩天轮的情境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也
容易理解，但笔者在本堂课还是做了一定的创新，主
要是基于以下几点思考:
2．1 在特殊时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新冠疫情的到来打乱了人们原有的生活节奏，
国际形势也变幻莫测，如何把数学课堂充分利用起
来，既能传递知识，同时也能联系实际生活，陶冶学
生的爱国情操，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至关重要．
中国选手谷爱凌的事迹在生活中感动了很多人，也
非常地鼓舞人心，把它融入到课堂中来，既能让学生
感受冬季滑雪运动的魅力，同时也能体会身为一个
中国人的自豪感，这也激发了孩子们的学习热情和
爱国之情．

2．2 利用情境教学培养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
人们往往觉得高中数学知识和实际生活关联并

不大，没必要挖得这么深，这是不对的．数学老师就要
挖掘身边一切可以挖掘的资源，使课堂跟实际生活
紧密联系，使大家认识到学习这门学科的必要性．本
节课关注了社会的热点问题，通过分析运动员从左边
滑道上去往内翻转跟从右边滑道上去往内翻转的区
别，引出角的范围需要引入负数的必要性，这也是原
本这节课数学建构的一个难点．这个实际的案例跟高
中任意角的定义交相辉映，可以在探究的过程中培养
学生的建模思维，提升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让学生感
受到数学来源于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3 利用情境教学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

数学是一门相对抽象的学科，对思维的逻辑性
有较高的要求．高中数学涉及的概念相对比较复杂，
比较抽象，如果不创设情境，那么学生会觉得内容非
常枯燥，同时理解起来会非常困难，也会使很多学生
丧失数学学习的信心．利用生动的情境引入教学，可
以将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相对形象的知识，将复杂的
知识转化为相对简单的知识，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学
习的热情，促进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也使得学生的
逻辑思维得到了培养．情境教学对学生的思维、能力
的培养有积极的作用．
2．4 利用情境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高中数学内容是比较枯燥
的，他们缺乏数学学习的兴趣．适当的引入情境教学
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从生活实际出发，从课外内
容出发，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从而培养学生数学学习
的兴趣．慢慢地改变他们对于数学课堂的刻板印象，
从而对每天的数学课堂充满期待．

3 结束语

在平时的数学课堂中创设合适的数学教学情
境，不仅可以传递知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培养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一些
特殊的情境还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这些都与新
课程标准的要求相吻合，教师在注重提升学生学科
核心素养的同时，还要注重教育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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