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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畫板》與中學數學教學 
 

巫恒生 
廣東珠海夏灣中學 

作為一名數學教師，每天的工作量是相當大的，所以提到利用電腦輔

助教學，有些數學老師就覺得力不從心。因為，教師通常要花數十個小時

做一節課的課件，而且許多課件都是按照教師平時講解的方法展示教學過

程，沒有突出電腦的優勢，其實際的教學意義並不大。而且，由於編程的

工作量太大，老師也不可能經常用電腦來上課，充其量也就是在評優課上

用一下，其意義何在？所以，教師要花精力研究的是如何使用軟體幫助自

己的教學，和在新技術條件下可以從哪些方面改進教學，而不是去編制程

式。「什麼樣原軟體是好軟體？」這是電腦輔助教學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

一個爭論不休的問題。以往的軟體一般偏重於其外觀（介面）設計，而用

其所要表現的教學內涵（教學內容的實質）也祇是設計者單憑自己的理解

通過華麗的表像來表達。一方面設計者理解的不一定全面，有可能產生誤

導；另一方面華麗的外觀會分散學生的注意力，以至於本末倒置。片面追

求外觀效果的華麗而忽視教學的內涵不能不說是當前中學電腦輔助教學軟

體設計（CAI）的一個誤區。然而用《幾何畫板》，有人稱其為「二十一世

紀的動態幾何」，卻可以避免這兩方面的缺陷，並有其自身的優點。幾何畫

板為我們提出了「好軟體」的新標準。 

用傳統手段教數學就缺乏操作，缺乏操作活動！離開人的活動是沒有

數學、也學不懂數學的。所以，學習數學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是瞭解數學背

景、獲得數學經驗。實際上，代數也好、幾何也好，重要的不在數，而在

於它們之間的關係，一個是數量關係，一個是空間關係。關係是怎麼把握

的呢？這就必須有純數學經驗了。而關係是在變化中把握的。但我們現在

教的數學就沒有變化的過程，而且沒有數學操作的過程。因此，最好的辦

法是創造一種東西，能夠提供一種純數學經驗，並且最好能把數量關係和

空間關係聯繫起來。實際上《幾何畫板》提供的就是這樣一個東西。它是

可以操作的。比如說，過去講數學，要講直角三角形的概念，就要畫幾種

典型的直角三角形，但你不能窮盡它吧！所以學生所看到的就是這幾種直

角三角形，再換一個角度看還是不是呢？學生又要重新判別了。《幾何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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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讓學生操作圖形，這樣就可以把圖形各種不同的狀態都表現出來

了。而在過去是一下子就把本質的東西給學生了。但這本質是從哪兒來的？

本質是從現象裏抽象出來的。在傳統教學中，你不可能在黑板上把很多具

體都提供給他。僅僅用抽象的語言來表述數學關係的本質和規律很容易產

生誤解，因為他接觸的是個別，而「直角三角形」這個概念已經是抽象的

了，祇剩下最本質的東西了。這個本質是你給他的，不是他把握的，不是

他發現的，不是他抽象的，而在操作幾何圖形的過程中，可以看到不同樣

子的直角三角形，還可以看到它與銳角三角形、鈍角三角形的比較。在這

種動態的操作過程中，就給學生比較和抽象創造了一種活動的空間和條

件。這樣它就能在活動中進行反身抽象，獲得、理解和掌握這些抽象的概

念，而不是你把抽象的結論告訴他。祇有這樣，學生獲得的才是真正的數

學經驗，而不是數學結論。 

《幾何畫板》另一個非常好的地方是把數和形給結合起來了。它在畫

完圖後，馬上就可以測算出數值，並能把在圖形變化過程中數量關係的變

化直觀地顯示出來。這個過去做不到，最多可以把相對的幾個變化值告訴

學生。但隨著一個微小變化，數量都發生了什麼樣的變化就不是傳統教學

所能做到的了。而《幾何畫板》就可以隨時都看到各種情況下的數量關係

及其變化，所以它能把數和形的潛在關係及其變化動態地顯現出來。 

現在最流行各種多媒體軟體。這些軟體最大的特點是形象和動態這兩

個東西。而語言恰恰就是抽象的。一抽象了就不好懂，它提供的不是經驗

背景，提供的是語言、概念，是邏輯。所以講了半天，我們大人因為有了

經驗的支撐，有這個背景，可能覺得講得挺清楚的，怎麼講了半天學生還

是不懂？如果學生沒有這種背景他就是不懂。關鍵在於你怎麼給學生創造

這些背景。以往我們所提倡的直觀教學就是想找到一種經驗背景來幫助學

生理解，但是有些是找不到的。而通過動態的幾何，就可以提供許多現實

中無法提供的經驗背景。所以探索這種教學很重要的是探索如何提供經驗

背景，什麼時候給，怎麼給，要探索出一套新的東西。實際上，是要創造

出一種學生活動模式，而不是教學模式。老師的目的是要讓學生理解一個

概念、一個規律。這在以前是用老師講來讓學生明白的，現在能不能轉換

成學生自己的操作活動。你先把目的告訴他，然後提出幾個問題，給他一

套操作程式，再笨的學生也能理解了。所以《幾何畫板》對於差生來說是

個救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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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一段時間的實踐與探索，我深深的體會到得《幾何畫板》不僅可

以很好地幫助學生理解他們所學的數學知識，而且可以靈活的變通，幫助

學生理解各部分知識之間的聯繫。同時對於以抽象見稱的數學亦可以以「實

驗」的形式進行。這不僅符合學生的認知過程，而且有利於培養學生的獨

創精神。同樣也可以利用一些實際問題的數學本質，把一些具體的數學模

型過程轉化成「理想實驗」在《幾何畫板》中進行。 

比如，在教授初三代數的二次函數y = a(x − h)2 + k的圖像與性質時，我

讓學生在《幾何畫板》「建立參數」a、h、k，利用畫板的繪圖功能，畫出

二次函數y = a(x − h)2 + k的圖像，根據圖像總結出該圖像的性質（拋物線的

開口方向、頂點坐標，對稱軸等），然後改變參數a的值，函數圖像隨之改

變，a取正值，拋物線開口向上；取負值，圖像開口向下；a取 0，圖像不是

拋物線，而是直線。接著，改變參數h的值，看出圖像左右平移；而改變k
的 值 ， 圖 像 向 上 向 下 平 移 。 這樣 ， 學 生 會 很 直 觀 的 看 出 函數 
y = a(x − h)2 + k中，a確定圖像拋物線的開口方向，頂點坐標 (h , k)，對稱

軸是x = h，所以我們也可以把y = a(x − h)2 + k稱為二次函數的「頂點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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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講授初中幾何第三冊「直線與圓的位置關係」中，圓心到直

線距離 d 與圓的半徑 r 的關係這一節，我讓學生在畫板上畫出直線和圓，

做出相應的 d 與 r，利用幾何畫板的度量功能，拖動直線或圓，直觀的看出

d 與 r 的大小變化以及相對應的直線與圓的位置關係。學生自己作圖，自己

總結規律，直觀易懂，教學效率顯著。 

 

在幾何的教學與學習中，《幾何畫板》的更加顯示它的優越性。幾何為

什麼難學？恐怕一個原因是過分強調數學的嚴密性。初中學生剛開始接觸

幾何，就需要背一整套定義、公理和定理，而掌握這些數學語言，對初中

的學生是困難的。其實，為什麼不能把生動直觀的圖形和演繹推理結合起

來呢？理解幾何首先需要形象思維，在這方面幾何遠比代數有優勢。過去

的幾何課，由於技術手段的限制，無法給學生提供足夠的圖形。有了《幾

何畫板》，情況有了根本的變化。例如「全等三角形」，過去祇能拿兩個紙

片作的三角形重合在一起，告訴學生「能夠完全重合的兩個三角形是全等

三角形」。現在用幾何畫板可以方便地表現通過「平移」、「旋轉」、「翻折」

的手段使兩個三角形重合；又如「通過不在一條直線上的三點能夠且祇能

作一個圓」，現在的表現也比過去生動多了，用軌跡跟蹤的手段可以表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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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的圓和過兩點的圓有無窮多個，還可以用拖動滑鼠的方法觀察三點由

不在一條直線上的位置逐漸變到在一條直線上時，過這三點的圓是怎樣消

失的。毋須舉更多的例子，從上面的敘述中，已經能夠感到《幾何畫板》

的魅力了。它將根本改變我們幾何的教學觀念，使我們能把幾何首先作為

一門直觀幾何去教。 

從一位學生的學習心得，我們可以印證《幾何畫板》在數學學習的魅

力，「它可以說是我們的數學實驗室，因為它能夠有效地使數形結合，使我

們在數學學習中既理解了數學結論，又得到了數學經驗。數學是訓練我們

邏輯思維的，尤其幾何。我們在老師輔導後，在自己的記憶中形成—套邏

輯思維體系，那麼怎樣才能使我們很好地理解幾何知識、掌握邏輯思維方

法呢？一是多看、多想，增加我們的學習經驗，另一個方法就是尋找良好

的輔助工具，幫助我們在動態的幾何之中，去觀察，探索 …… 在今天，

光去依靠紙筆作為輔助工具，已遠遠不夠了。電腦的發展為我們輔路，良

好的軟體就是我們的交通工具。而《幾何畫板》正是我們數學領域的學習

利器。曾記得在上數學課時，老師用《幾何畫板》在幾分鐘內做出了圖形

的移動、變化、切割等動畫效果的時候，同學們大為驚歎，小小滑鼠輕而

易舉地改變了我們眼前的圖形。紙、筆、尺子，甚至計算器都不需要了。《幾

何畫板》祇在瞬間完全帶我們進入了圖形世界。從那以後，《幾何畫板》有

力地吸引著我們，用它去汲取知識。當我們拿到一道幾何證明題時，你可

以在幾何畫板中作出圖形，有時可以用測量的方法去驗證一下；當你看到

一個冗繁的函數時，你也可以畫出其圖像，幫助你一目了然地看出它的性

質。總之，《幾何畫板》完全有待於你的探索，它定會淋漓盡致地展現它的

風采。讓我們好好地去運用它，記住它是你的實驗平台，是數形結合的工

具。在這裏，每融入一份知識，你定會更進一層領略到數學的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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