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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几何中会出现一些简单的计数问题，这些问 

题通常的做法要对含17,的等差数列进行求和，而这是 

高中才会讲到的知识．于是，如何处理此类问题，是初 

中数学老师需要面对的难题 本文提 出一种处理方 

法，利用高中的对应思想来解决此类问题，希望对初 

中的数学老师有所启发．先给出解决此类问题要用到 

的命题 ：从 n个不 同的对象 中任取两个对象 ，共 有 
， 一 1、 

c 种取法．这个命题利用高中排列组合的知 
r 

识是很好解决的，但是要把它讲授给初一的学生就不 

见得那么容易了，需要用到高中排列组合中的分步计 

数原理(乘法原理)，我们此处略去证明．下面我们来 

看看利用它能解决哪些几何计数问题． 

问题一：平面上有 n个点，问最多能确定几条直 

线?当任意三点都不在同一条直线上，换句话说，任 

意两点都确定一条直线时能够确定最多的直线．此 

时，任意两个点都对应一条直线，有多少种两个点的 

组合就有多少条直线．根据上述命题，从n个点中任取 

P~4"A，共有 种取法，所以最多能确定—n(n --1) 
上 Z 

条直线． 

问题二：平面上有／7,条直线，问最多有几个交点? 

当不出现三条直线都交于 同一个点时，有最多的交 

点．此时，任意两条直线都确定一个点．于是，任意两 

条直线都对应一个点，由上述命题，从n条直线中任取 

两条直线，共有 种取法，于是共有 个点． 
Z 

问题三：一条线段上有n个点(不包括端点≥，问一 

共有几条线段?加上最长的线段的两个端点，一共有 

+2个点．我们知道任意两个不同的点都对应一条线 

段，由上述命题可知：从 +2个点中任取两个点，共有 

± 种取法，于是共有 ± 条线段
． 

问题四：从一个角的端点处引出n条射线(都在角 

的内部)，问一共有多少个角?容易知道：问题中一共 

有n+2条具有公共端点的射线．显然，任意两条射线都 

对应一个角，由上述命题可知：从n+2条射线中任取 

两条射线，共有 ± 种取法，于是共有 

± ± 个角
． 

问题五：平面内，有n条直线交于同一个点，问一 

共有多少对对项角?显然，任意两条直线相交可以产 

生2对对顶角．我们把两条直线相交而成的图形看作 
一 个基本图形．于是，我们求出有多少基本图形即可． 

由上述命题可知：从n条直线中任取两条直线，共有 

下
n(n--1)种取法

，即有 个基本图形，于是一共有 

2—n(
—

n --1)=
n(n一1)对对顶角． 

Z 
．  

我们通过五个问题，说明了如何利用关于 C 的命 

题来解决一些几何计数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 

中，利用了高中数学中常用的对应思想，它在计数问 

题中常常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应思想虽然是高中 

的内容，但是笔者认为在初中阶段让学生接触这一思 

想是很有好处的，而文中的五个几何计数问题恰恰是 

讲授这一思想的很好的载体． 

“
一 元一次不等式组，，的两次教学设计与反思 

浙江省临海市杜桥镇学海中学 (317016) 王 群 

一

、 第1次教学设计(略去教学过程细节) 

环节 1：上课开始，大屏幕显示问题： 

用每分可抽30t水的抽水机来抽污水管里积存的 

污水．估计积存的污水超过 1200t而不足 1500t，那么 

将污水抽完所用时间的范围是什么? 

学生通过建模得到：3x>1200，3x<1500． 

环节 2：引导学生通过类 比方程组的概念得到不 

等式组的概念． 

环节3：在学生解简单不等式组的基础上，让学生 

总结口诀：“同大取大，同小取小；大小小大中间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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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小无解 了”．然后利用 口诀进行解不等式组的题 

目训练． 

环节4：课堂小结． 

二、教学后发现的问题 

第1次教学后，笔者发现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学生知道不等式组{ ：=：的解集是 l ‘， 

3< <7，却不知道为什么3< <7 l
I 

x

<

>

，． 

第二，学生能熟背“同大取大，同小取小；大小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