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练促学，让学生在解题过程中讨论方法优化 

——以“三角形内接矩形求其边长”教学设计为例 

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中学    王诗惠 

[摘要]《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学生的学习应是一个主动

的过程，认真听讲、独立思考、动手实践、自主探究、合作交流是学习数学的

重要方式。[1]”本节课围绕“三角形内接矩形求边长”的问题，与学生合作互动，

在多种解题方法的基础上完成方法优化，知道这类问题的图形变化特征，能够

运用几何图形的基本性质进行推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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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在学习了相似三角形的性质后，需要综合运用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定

理、性质定理及其它相关知识解决问题，其中一种应用就是——三角形内接正

方形（矩形）求其边长。在解题过程中，学生会有自己的思考和解题方法，单

一的教师讲授式不利于发展与提升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上的能力。本节课将例

题进行系列化设计，把课堂交给学生，不断激发学生们思考，进行解题方法和

想法上的碰撞。 

一、 备课想法 

九年级的学生在解题过程中的思路是较为广泛的，他们也很善于利用已有 

知识解决未知问题，也更喜欢有思维和新方法上的碰撞。本节课的教学目标之

一是利用相似三角形的性质定理 1，相似三角形的高之比等于相似比去解决三

角形内接矩形求其边长这一类问题。但很明显，能解决这类题目的方法远远不

止这一种，若是教师直接告知学生用相似三角形的性质定理 1 去解决这道题，

未免有些类似“填鸭式教学”，将知识点硬塞给学生，既不会激起学生学习和思

考的动力，又会让学生对此学习产生疑惑：“这是唯一的解题方法吗？”“如果不

是唯一的解题思路，那为什么选择这种方法解决题目？”“这个解题思路是有很

好的优势吗？”我认为，课堂上的教学应该是解决学生的疑惑，而不是在学完后

让学生对今天学习的内容留下未解决的疑惑。 

如果学生能够自主完成探究，为什么不将课堂交给学生呢？或许学生能带 

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想法。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将进行如下设计。 



二、 教学环节 

（一） 问题探究 

1. 抛出问题 

例 1：如图，正方形 DEFG 的边 EF 在△ABC 的边 BC 上，顶点 D、G 分别在边

AB、AC 上，已知△ABC 的边 BC 长为 60 厘米，高 AH 为 40 厘米，求正方形

DEFG 的边长。 

 

 

 

 

设计问题：（1）结合题目条件，观察图形，你能观察出什么？ 

                         （分析图形的性质，建立形与数的联系。） 

                  （2） 根据图形，分析题目条件，你可以得到哪些知识点？你会运用

什么方法完成这道题？ 

2. 学生方法展示 

（1） 方法一 

学生甲： 老师，根据题目条件，我可

以得到图中的大三角形ABC的面积是

是 1200。这个三角形的内部分成了三

个三角形和一个正方形，设正方形的

边长为 x，这几个图形的面积都可以

用 x 表示出来的，其中左右两个直角

三角形因为等高，所以面积可以放在

一起计算。通过四个图形的面积和等

于△ABC 的面积列出方程，这样就可

以计算出正方形的边长了。 

（2） 方法二： 

学生乙：老师，我觉得他的那个方法有些麻烦。这道题目中有一个正方形，正

方形的对边是平行，那么根据相似三角形的预备定理，因为 DG∥BC，所以



ADG ABC△ △ 。我们正好前不久学习了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定理和性质定理，我就

想着能不能利用新学的知识来解决这道

题。△ABC 的面积是 1200，△ADG 的面积

可以用未知数 x表示出来。再根据相似三角

形性质定理三，相似三角形的面积比等于

相似比的平方，我可以列出关于 x的方程，

求解出边长就可以了。 

 

 

（3） 方法三： 

学生丙：正方形的对边是相互平行的，也

就是三角形一边的平行线的性质定理也是

能使用的。我观察到这道题目中有三个 A

字型，对应线段成比例。所以我想找到它

们之间的联系。然后我就发现 + =1
AD BD

AB AB
  

这样，我就可以根据这个等式列出关于 x的

方程了。这个方程是一元一次方程，也非

常好计算。 

 

（4）  方法四： 

学生丁：我和同学丙的想法是一样的，我

也同样观察到这个三角形中有几个 A 字型

可以使用。我找的是左右两个的 A 字型，

当我将对应边成比例列出来后，我发现通

过等量代换可以得到 =
40

BE CF x

BH CH
= ，再通

过等比性质可以得到
+

=
40

BE CF x

BH CH+
  这样就

可以列出关于 x 的方程并进行求解。 

 



（5） 方法五： 

学生戊：老师，我觉得我这个方法应该是更

简单的。因为这两个相似三角形中都有高，

所以我就想能不能用相似三角形的性质定理

1。因为 DG∥BC，所以 ADG ABC△ △ 。因

为题目中有这两个三角形的高，那么就可以

得到 =
DG AP

BC AH
  再根据这个等式列出方程，是

一元一次方程，也非常的好解。 

3. 比较方法 

师：同学们真棒，想出这么多的方法。能够根据已有知识学以致用。我看有些

同学一直在观察这些方法，那我们也来一起讨论一下，你觉得你会选择哪个方

法？为什么？ 可以小组讨论。 

（学生们相互讨论，阐述自己的想法） 

学生 1：老师，我觉得第一个方法是很好理解，就是三角形和正方形的面积和

等于大三角形，但是计算和过程太麻烦，容易出错。 

学生 2：第 2个方法虽然也简单，利用相似三角形的面积比等于相似比的平方，

但是它是一元二次方程，我觉得计算没有一元一次方程简单。 

师：同学们同意这两位同学的想法吗？（学生点头回应） 

学生 3：另外 3个方法最后都是一元一次方程，计算倒是不麻烦。但是觉得方法

3和方法 4都要利用 2次 A字型，去寻找他们之间的等式关系，过程方面有些麻

烦，花时间，还容易找错关系。但是第 5 个方法很直接，就是相似三角形的相

似比等于高之比，简单利落。我觉得我会选择最后一个方法。 

师：同学们同意他的说法吗？（大部分同学点头回应） 

（此时尚不能明显体现出此方法既是三角形内接矩形求其边长的通法、优法，

仍需要学生通过下列变式深刻感受和体验） 

（二） 讲解与练习 

1. 变式 

变式 1：如图，正方形 DEFG 的边 EF 在△ABC 的边 BC 上，顶点 D、G 分别在

边 AB、AC 上，已知△ABC 的边 BC 长 a厘米，高 AH 为 h厘米，请用 a、h的



代数式表示正方形 DEFG 的边长。 

解：设正方形的边长为 x 

  ∵DG//BC      ∴ ADG ABC△ △  

  ∵ AP DG AH BC⊥ ， ⊥       ∴ =
DG AP

BC AH
 

  即  =
x h x

a h

−
         

ah
x

h a
=

+
 

师：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收获？ 

学生：正方形的边长只和大三角形的底和高有关。 

【设计意图】例 1 中给了具体的数据，底为 60，高为 40，所以方便学生进行计

算，方法也很多，但不是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此类几何图形的性质，形与数的联

系还未完全建立。变式 1中底为 a厘米，高为 h厘米，学生进行计算后，观察最

后的结果
ah

x
h a

=
+

，立马可以得到正方形的边长只和大三角形的底和高有关。

至此，学生对此类题目的理解更加透彻。 

变式 2：如图，长方形 DEFG的边 EF在△ABC的边 BC 上，顶点 D、G 分别在

边 AB、AC 上已知△ABC 的边 BC 长为 60 厘米，高 AH 为 40 厘米，如果

DE=2DG 求正方形 DEFG 的边长。 

                                                                                                       

 

 

变式 3：如图所示，矩形 DEFG 内接于锐角△ABC  AH 是 BC 边上的高，

AH=6,BC=12. 

(1)FG=2EF 求矩形 DEFG的面积. 

(2)若 FG=x, 
GDEF

S y=矩形
  写出 y 关于 x 的函数关系

式，并写出定义域. 

 

【设计意图】对例题进行系列化设计，由特殊到一般，变式 2 和变式 3 是三角

形内接矩形。学生在做题过程中能更加感受到：相似三角形的高之比等于相似

比是此类题目的通法、优法。  

师：通过上面一系列题目，我们能够发现，从解题通性的角度出发，相似三角

形的高之比等于相似比，是三角形内接矩形的通法。解题过程中，同学们都不



约而同的选择了此方法，说明了通法即为优法。 

2. 学生课堂反馈 

（1） 通过课堂观察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  

学生在做变式 2 和 3 时，我下去来回巡视。大部分同学都选择通法，只有

个别学生在使用之前的方法，但很快就发现在过程上有些繁琐，并及时进行了

调整。 

（2） 学生的题目完成情况 

 一路巡视下来，学生无论是时间把控上，还是计算准确率上都是可以的。 

遇到停笔不动的学生，我也立马停下来询问是哪里还有困惑的地方，帮助学生

解决问题。 

（三） 拓展提高 

如图，正方形 DEFG 的边 EF 在△ABC 的边 BC 上，顶点 D、G 分别在边 AB、

AC 上.正方形 HMNL 的边 MN 在边 DG 上，顶点 H、L 分别在边 AB、AC 上。

已知△ABC的边 BC长为 60厘米，高 AH为 40厘米，求正方形 DEFG的边长和

正方形 HMNL 的边长。 

 

 

 

 

 

【设计意图】学生已经较为扎实的掌握此类问题解决的通法，对此类题目再次

变形，形式变化、难度提升。适当拔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三、 教学反思 

作为一名教师，既要从教师的角度，备教材、备课堂、备学生、备环节、

备题目等等，也需要从学生的角度去思考怎么讲好一节课，预设学生的回答。

有效的教学活动是学生学与教师教的统一，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

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 

在义务教育阶段，数学眼光主要表现为：抽象能力、几何直观、空间观念

与创新意识。几何直观主要指运用图表描述和分析问题的意识和习惯。分析图

形的性质，建立形与数的联系，构建数学问题的直观模型。[1]我将问题抛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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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便开始积极思考；下去巡视时，发现很多学生边写边画，进行方法的实践。

在第一位学生的带领下，更多的学生投入到这道题目中，聆听他人的思路和想

法；也有些学生能够举一反三，根据其它同学的思路，类比得到类似方法（例

如方法 3 和方法 4），期间课堂的氛围都很热烈。期间我将这 5 位学生的方法通

过希沃助手投屏在大屏幕上，配合学生的讲解分享。令我很欣喜的是，从孩子

们欢快激烈的讲解分享中，我感受到他们对于自己方法的自信，也感受到了以

练促学的效果。当多种方法出来后，其实学生也在观察，看其利弊。乘势而上，

我立马引导学生进行对比。你觉得你会选择哪个方法？为什么？学生的说法有

很多，有从计算复杂程度的，有从过程长短的，有从思路简单的，有从方程次

幂来看的。很快，大部分学生都能得出自己会选择利用第 5 种方法通法：相似

三角形的高之比等于相似比。这样的一个教学环节就在学生积极主动，兴致盎

然的自主探究下顺利的完成了，效果显而易见，学生的参与度高，接受也很快。 

        确定了方法以后，再带着学生完成变式 1。学生很快发现，三角形内接正

方形的边长只和大三角形的底和高有关。当通过三角形内接正方形的讨论决定

好解题方法后，就可以由特殊到一般，直接到变式 2 和变式 3 的三角形内接矩

形。给学生留好充分的思考时间，学生通过解题过程也能够发现，只要已知内

接矩形的长宽关系、周长、面积等等，还是可以使用相同的解题思路解决问题，

学生的思维得到了升华。随后，再请学生总结一下本节课的内容，教师板书。

通过合理有效的问题设计，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解决思维上的难点，帮助学生

思维上的顺利前进。整个课堂学生一直在进行思考，进行思想上的碰撞融合，

合作交流，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得课堂效果较佳。通过课堂呈现和作业

反馈，学生对此类问题的解决较为完整。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初次带九年级，才发现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初三的

教学和低年级教学有很大的不同，很多课更加适合单元化教学，从整体单元出

发，找到切入点，强化学生的结构化学习。我也更加意识到要结合数学课程标

准去备课和教学。课堂更应该交给学生去发挥，九年级学生大部分新知学习已

结束，所以在做题过程中他们有很多方法可以使用。有时候我的解题思维会被

当天的知识点所固化，我经常能在学生的回答中得到惊喜和理解。 

以练促学，通过例题的系列化设计，将课堂交给学生。通过生生、师生合

作交流，高效完成教学目标，也更加立足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集中体现数学



课程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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