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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圆锥曲线复习课教学设计的研究现状 

单铭成[1]在“高中圆锥曲线离心率”的复习课中，以“低起点，小步子，炼

方法”为原则，首先从四道直接或稍微变化就可运用离心率定义或公式解决的简

单题出发，同时这四道题目的难度逐渐上升，使学生回顾解决离心率问题（求值

或求取值范围）所需的基本知识，再基于焦点三角形设计四道例题，前三道例题

条件不断一般化，从形状确定的等腰直角三角形到形状不确定的直角三角形；结

论的一般性随之增加———从确定的离心率的值到不确定的离心率的取值范围，

引导学生关注解决此类问题的通性通法——数形结合，利用几何条件和圆锥曲线

的标准方程建立关于 a、b、c的齐次方程或不等式，感悟灵活运用正弦定理、余

弦定理、向量的知识以及圆锥曲线的范围和对称性、基本不等式等。最后随堂检

测中的两道题跳出了基于焦点角形的条件，让学生感受圆锥曲线离心率问题的多

样性，提升思维的灵活性。 

姚恒[2]在圆锥曲线的一堂高三二轮复习课中，以课本中椭圆第一定义的证明

入手，改变其中某一步做法得到椭圆的焦半径公式，借此类比拓展得到圆锥曲线

的第一定义与焦半径公式。其次利用两道例题及其变形带领学生探究圆锥曲线的

最值问题与定值问题，感悟圆锥曲线的基本内容与基本数学思想：数形结合、函

数与方程、类比推理等。 

卓斌[3]在《圆锥曲线类型的判定》这一复习课中，首先利用一个开放性问题

带领学生回顾判定圆锥曲线类型的两条途径——定义法、方程法。接着以题组的

形式从苏教版高中数学选修２－1中一道习题的改编（问题１）开始，系统地研

究了动圆与两定圆相切问题以及与一个圆和一条定直线相切问题，充分利用三种

圆锥曲线的第一定义，对轨迹的类型进行了判定与识别。而题组 2是以利用圆锥

曲线的方程判断曲线的类型为主题，选择教材中出现的两类 问题：识别伸压变

换后所得曲线类型、探索满足一定条件的动点的轨迹类型。 

余建国[4]以一道有关椭圆的题目为背景，引导学生观察题目中“变”的元素

和“不变”的元素并自行编题、解题。其次引导学生从其余角度再进行编题，以

几何画板为手段搭建手脚架带领学生经历 “发现——猜想——验证”的探究过

程，使学生学会解决圆锥曲线的一类定值问题。 

上述研究者对高三圆锥曲线复习课的教学设计均有以下特点：一是注重回归

教材，或从课本的例题出发，或从课本的定义出发探究专题内容。二是注重变式

训练，以某道题目为基础，坚持小步子原则，不断改变题目的条件，加深题目难

度，涵盖专题全部内容，使学生在变式训练中不断提升思维的灵活性，学会解决



一类题。 

笔者在知网上通过检索关键词“高三圆锥曲线复习课”，关于高三圆锥曲线

复习课如何上或者课堂实录有较多的文章。其中较多研究者对于高三圆锥曲线专

题复习课的教学处理仍采用以下基本模式：知识点梳理、基础训练、范例解读、

巩固训练。同时对教学处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例题与变式的设计与使用不够精

当、突出；对学生思维的展示与引领不够充分、自然；忽视教材内容的运用与挖

掘等。 

二、关于高三圆锥曲线复习课教学建议的研究现状 

李光裕[5]首先指出高三小专题复习课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专题设置指向不够

明确；过于追求学习容量与节奏；不注重合理组织有效学习活动，问题设计不够

合理，就题论题。其次就这些问题提出两点建议：明确教学目标与精设教学内容。 

林芳[6]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要真正做好圆锥曲线复习课教学关键有两点：一

是教学内容的选择，应达到以下四个标准：1.具有典型性；2.有多种求解思路；

3.体现重要思想；4.可推广和一般化。二是内容的组织，应精设题组，设置变式

训练。 

何善亮[7]提出复习课教学的四点要求，一是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的复习更

加深入；二是设计有定向作用的教学目标和内容，复习课的教学目标与内容要与

新授课展现出差别，并且要专门进行设计；三是根据知识类别，匹配不同的复习

方法，增加复习课的趣味性，同时注重构建知识体系和知识到能力的各类台阶；

四是注重对复习课教学进行评价，利用评价弥补学生个体间的差异性，使每个学

生都达成发展的目标。 

卓斌[3]在一节圆锥曲线复习课的实际教学后进行教学反思，指出圆锥曲线复

习课教学设计与教学过程应注意以下四点：一是题组教学，充分扎实地彰显变式

训练；二是深研教材，科学有序地组织教学内容；三是使用媒体，动态呈现与化

隐为显；四是生本课堂，耐心倾听与延迟判断。 

丰效辉[8]给出了圆锥曲线复习的三条策略，将复杂数学知识简单化；注重数

学模型对理论知识的表达；画图是解决数学问题的有效办法。 

上述研究表明，高三小专题复习课的教学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专题设置

指向不够明确，教师对于专题复习课的教学目标认识不足。二是过于追求学习容

量与节奏，较多教师对于专题复习课的内容处理上，更多的是采用题海战术，一

味堆砌题目，造成课堂容量过大，课堂效率较低。三是不注重合理组织有效学习

活动，问题设计不够合理，就题论题，整堂课无法达到启发学生的目的。 

针对这些问题，要上好一堂高三圆锥曲线复习专题课，应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教学目标，应设计有定向作用的教学目标，复习课的教学目标与内容要与新

授课展现出差别。二是教学内容的选择，应做到回归教材，深研教材，挖掘教材，



同时选择的内容应满足以下标准：1.具有典型性；2.有多种求解思路；3.体现重

要思想；4.可推广和一般化。三是内容的组织，应设置题组教学，加强变式训练，

在问题的引导上，应层层深入，不断启发学生，提升学生思维的活跃性，提高课

堂的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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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椭圆的离心率》教学设计 

郭泽琳 林晓芹 赵萍 

一、内容与内容解析 

（一）教学内容 

椭圆的离心率 

（二）内容解析 

 内容解读： 

“椭圆的离心率”属于“平面解析几何”板块，该板块学习了直线、圆、椭

圆、双曲线、抛物线，分别从他们的定义、标准方程和几何性质方面进行系统研

究.板块内的知识融合体现在：①直线与圆、直线与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②除

直线外的两种曲线相交、相切问题；③在复杂的曲线位置关系中特殊几何性质的

考察，例如：渐近线、离心率.该板块融汇了函数、三角、向量、平面几何、平



面解析几何的相关内容，试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逻辑性，“椭圆的离心率”是

其中的一个核心考点.从历年高考看，多以选择填空题的形式出现，通常有两类：

求椭圆离心率的值以及离心率的取值范围，求解这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出 a、

b、c 之间的相等关系或不等关系.这部分试题具有灵活性强、思维发散性广的特

点，近年来难度有所下降，成为学生取得理想成绩的必备复习内容. 

 教材解读： 

教材中，椭圆的简单几何性质这节课是从椭圆的定义（几何特征）出发建立

椭圆的标准方程的基础上，再利用椭圆的标准方程研究它的几何性质，是对椭圆

的深入认识.教材中通过数与形的结合寻找改变椭圆圆扁程度的基本量，引导学

生找到一个合适量来刻画椭圆的圆扁程度，将椭圆的焦距 2c与长轴长 2a 的比值

称为“离心率”，接着从代数的角度分析椭圆的形状变化，即：当 e 越大时，椭

圆越扁；e越小时，椭圆越接近于圆。并在例题 6中隐晦地引出椭圆的第二定义，

扣紧了椭圆与离心率的关系. 

二、学情分析 

 认知基础： 

本节课是椭圆复习课的第二节课，第一节课讲了椭圆的概念，椭圆的概念中

对椭圆的方程以及椭圆的几何性质都有做了简单的复习。学生在高二阶段已经历

对椭圆几何性质的探究及其知识的建构，也认识到数形结合思想在数学中的重要

地位，能根据标准方程得到几何性质，也能根据某些几何性质求得标准方程,为

本节课继续从几何与代数的角度切入求解离心率问题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认知障碍： 

     在新课程中，圆锥曲线的离心率问题是高考中常考的问题，由于它涉及圆

锥曲线较多的基本量，方程与曲线问题，方程组与不等式的求解问题等，所以相

对比较复杂，学生常常感到难以下手，不好把握. 

三、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椭圆离心率的定义以及离心率的求法. 

能力目标：能构建等量关系及不等关系求椭圆离心率的值及取值范围，提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素养目标：经历从数和形两方面分析椭圆的离心率与基本量 cba 、、 之间的

关系，提升直观想象素养；通过试题变式的训练，强化数形结合、方程思想在解

题中的应用，发展逻辑推理素养. 

情感目标：增强学习解析几何的兴趣和信心，感受几何图形的美，增强研究

高考试题的意识. 



四、重难点分析 

1. 教学重点：求椭圆离心率的值与取值范围的基本方法. 

2. 教学难点：如何探究（寻求）出 a、b、c 之间的相等关系或不等关系. 

关键点：通过代数方法和几何方法，建立 a、b、c 的方程或不等式. 

五、教学方式   

    启发式与探究式相结合. 

六、教学手段   

    利用 PPT和几何画板，对椭圆进行动态演示，以便于学生观察图象特征，更

快更好地得出相关概念和图象性质. 

七、教学流程设计 

 

八、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环节：教材链接，知识回顾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意图 

【问题 1】 

椭圆的离心率我们是怎么定义的呢？ 

【问题 2】 

椭圆的三个定义是什么？ 

【问题 3】   

如何求离心率的值或取值范围呢？解题

解题关键是什么？ 

 

教师带着学生

回顾椭圆离心率的

定义，同时链接到教

材，复习椭圆的三个

定义. 

紧扣教材，定位

椭圆的三个定义，引

导学生找到定义与

离心率的关联，加深

学生对椭圆定义的

理解与记忆,为后续

利用椭圆的定义求

离心率问题做铺垫. 

教学环节：例题精讲，变式探究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意图 

【例题与变式】 

题型 1 利用焦点三角形求解离心率问题 

例 1：（2018 年全国卷Ⅱ文科第 11 题）

已知 21 FF、 是椭圆
2 2

2 2
: 1( 0)

x y
C a b

a b
   

的两个焦点，若椭圆上存在点P ，使得

 

 

 

 

 

 

以高考真题作为

母题，采用题组的形

式，从例 1到变式 3，

随着条件的一般性不

断增加，结论的一般



21 PFPF  ，且使  6012FPF ，则椭圆Ｃ的

离心率为（     ）．  

A. 
2

3
-1   B. 3-2   C. 

2

1-3
   D. 1-3  

变式 1：已知 21 FF、 是椭圆的

2 2

2 2
: 1( 0)

x y
C a b

a b
    两个焦点，若椭圆上

存在点P ，使得  21FPF  12FPF ，则

椭圆Ｃ的离心率为______________. 

变式 2：已知 21 FF、 是椭圆

2 2

2 2
: 1( 0)

x y
C a b

a b
    的两个焦点，若椭圆上存

在点P ，使得 21 PFPF  ，则椭圆的离心率的可

能取值为（       ） 

A. 
2

1
    B. 

2

2
     C. 

3

2
     D. 

3

6
 

变式 2 后的课后练习，再设计一个小的变

式——将焦点三角形的顶角 90°改为 120°，

让学生充分体会方法的优化选择。 

题型二：利用几何图形对称性求解离心率问题 

例 2：已知 21 FF、 分别是椭圆

2 2

2 2
: 1( 0)

x y
C a b

a b
    的左右焦点，过点

2F 且的直线 l 与椭圆交于 BA、 两点，若

1ABF△ 是等边三角形，则该椭圆的离心率 e

为_________________. 

变式 1:已知椭圆
2 2

2 2
: 1( 0)

x y
C a b

a b
    ，

A为椭圆的左顶点，B、C在椭圆上，若四边形

OABC为平行四边形，且∠OAB=30°，则椭圆

的离心率 e为__________. 

变式 2：若椭圆
2 2

2 2
: 1( 0)

x y
C a b

a b
   

上存在三点，使得这三点与椭圆中心恰好是一

个正方形的四个顶点，则该椭圆的离心率 e为

（      ） 

 

教师在讲解例 1

后，给出变式 1 让学

生到黑板板书，引导

学生经历由特殊到

一般，归纳二级小结

论. 

变式2教师引导

学生仿照前面变式

的做法求离心率的

取值范围，并从几何

的视角经历对椭圆

性质的探究 

 

 

 

 

 

 

 

 

 

 

 

例2教师操控几

何画板让学生自主

发现满足A𝐹1 = 𝐵𝐹1

的直线 AB 与 x轴的

位置关系，找到解决

例 2 的关键点. 

变式1教师引导

学生发现过椭圆作

平行于 x轴的直线，

与椭圆的两个交点

关于 y轴对称这一关

性也增加——从确定

的离心率的值到不确

定的离心率的取值范

围； 

变式 1 继续将条

件一般化，仍然在焦

点三角形当中确定比

值，引导学生感悟变

中的不变性. 

变式 2 以多选题

的形式链接新高考，

从代数和几何的视角

经历对椭圆性质的探

究及其知识的建构，

让学生体会数形结合

思想在数学中的重要

地位,并能理解标准

方程中 a、b、c 的几

何意义. 

 

例 2利用几何图

形对称性求离心率；

利用椭圆的对称性

可确定焦点三角形

的形状，便可采用与

例 1类似的方法直接

利用公式求出离心

率的值，让学生充分

体会转化思想和通

性通法. 

变式 1 与变式 2

即将等边三角形变

成平行四边形、正方

形，无论怎么变，都

是依据图形的对称

关系在几何图形当

中找 ac 的之间的关

系，由对称性，通经



A. 
2

1-5
   B. 

3

3
   C. 

2

2
    D. 

3

6
 

变式 3：已知椭圆
2 2

2 2
: 1( 0)

x y
C a b

a b
   

的中心为原点O， )0,52(F 为C 的左焦点，

P 为C 上一点，满足 OFOP  且 4PF ，

则椭圆C 的离心率为__________. 

键点. 的长度等等.引导学

生可充分利用椭圆

的对称性得到题干

的隐含条件. 

教学环节：课堂小结，方法归纳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意图 

【课堂小结】 

1.求解椭圆离心率问题的关键： 

探究（寻求）出 a、b、c三个基本量之间

的相等与不等关系. 

2.探究方法： 

（1）代数法；  （2）几何法 

3.思想方法： 

数形结合思想、转化与化归思想、从特殊

到一般思想、函数与方程思想 

 

 

教师引导学生

梳理本节课的学习

要点.同时带着学生

一起归纳求椭圆离

心率问题的两种方

法：代数法和几何

法. 

 

掌握解决离心

率问题的关键及方

法，会根据题目条件

进行“形”与“数”

的相互转化. 

教学环节：布置作业，巩固提升  

教学内容 师生活动 设计意图 

【布置作业】 

已知 21、FF 分别是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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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左右焦点, 过点 的直线 l交椭圆于 BA、

两点,且 .有以下三个条件： 

①|AF1|，|AB|，|BF1|依次成等差数列 

②直线 l 的斜率  

③  

请在以上 3个条件中选择一个，求椭圆C

的离心率 

注：如果选择多个条件分别解答，按第一个解

答计分. 

 

布置课后作业，

巩固学习效果. 

链接新高考，以

一道结构不良问题作

为前面内容的检测练

习，考察学生对于寻

找出椭圆的基本量之

间的相等与不等关系

的方法领悟及掌握情

况，拓展学生思维，

提高数学素养。 



板书设计： 

椭圆的离心率 

一、离心率的定义 

    e =
2𝑐

2𝑎
=

𝑐

𝑎
= √1 −

𝑏2

𝑎2  (0 < 𝑒 < 1) 

二、离心率的值和取值范围 

   1.探究 a、b、c 之间的数量关系（相等关系或不等关系） 

   2.代数法 

 几何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