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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研究·特设专栏： ＨＰＭ 课例研究 （之十） 】

ＨＰＭ 视角下的棱柱概念教学

杜金金

（上海市建平中学， 上海　 ２００１３５）

【摘　 要】 棱柱的概念是沪教版高中数学高三上册第 １５ 章第 １ 节 “多面体的概念” 第一课时的内

容， 重在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 几何直观等核心素养， 并为后续其他几何体的学习做铺垫。 教师可以

从 ＨＰＭ 视角设计本节课教学， 直接或间接利用历史素材， 设计一系列操作和问题， 让学生在实际操作

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经历棱柱定义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加深对棱柱概念的理解， 发展学生相关数学核

心素养以及实施数学学科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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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棱柱是基本的立体图形。 《普通高中数学课

程标准 （２０１７ 版） 》 提出， 利用实物、 计算机软

件等观察空间图形， 认识柱、 锥、 台、 球及简单

组合体的结构特征， 能运用这些特征描述现实生

活中简单物体的结构； 在教学中， 需要帮助学生

逐步形成空间观念， 认识空间几何体的结构特

征［１］。 棱柱的概念是沪教版高中数学高三上册第

１５ 章第 １ 节 “多面体的概念” 第一课时的内容，
沪教版教材先在第 １４ 章中引入立体几何的公理体

系， 系统介绍空间中的直线与平面， 再在第 １５ 章

中研究简单几何体。 棱柱是最典型也是最常见的

柱类几何体， 其概念的学习重在培养学生的数学

抽象、 几何直观等核心素养， 并为后续其他几何

体的学习做铺垫。 在空间几何体的学习中， 学生

往往存在概念理解不透、 空间想象能力欠缺、 考

虑不全面等问题［２－３］。
在实际教学中， 有些教师通过分类辨析， 引

导学生学习多面体与旋转体的相关概念， 鼓励学

生自主探究棱柱等几何体的结构特征与概念［４］。
也有些教师从生活中抽象出柱体， 类比线动成面，
得到棱柱概念的动态定义［５－７］。 实际上， 棱柱的

概念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 其定义的历史演变反

映了人们对棱柱概念由直观到严谨的认识过

程［８］。 教学实践表明， 如今学生对棱柱定义的理

解具有历史相似性［９］。 基于棱柱概念形成的历史

以及学生认知的历史相似性， 有些教师设计了棱

柱概念的学习单和课堂教学， 重点通过探究引导

学生辨析定义的严谨性， 在与数学对话的过程中

提升学生数学学习的自信心［１０－１１］。 因此， 将数学

史融入棱柱概念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棱柱概念的理

解， 发展相关数学核心素养以及实施数学学科

德育［１２］。
鉴于此， 笔者从 ＨＰＭ 的视角设计本节课的

教学， 并拟定如下教学目标。
（１） 建构棱柱的概念， 了解平行六面体、 直

棱柱、 正棱柱的特性， 能够熟练地运用定义判断

各种棱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