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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课题名称：3.4 基本不等式(第一课时) 

一、课程标准要求 

认识基本不等式及其简单应用。 

二、教材地位作用（用知识结构图说明） 

 

就本节地位与作用而言，“基本不等式”是在学生学习了“不等式性质”

的基础上对不等式的进一步研究与拓展，在不等式的证明和求最值过程中有着

广泛的应用。基本不等式的探究与推导需要学生观察、分析、和归纳，是培养

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良好载体。就本节教材编写而言,教材一开始以北京召开

的第 24 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会标为问题背景，意图让学生从中抽象出基本不

等式，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代数和几何的角度引导学生认识基本不等式，并设

计了两个实际问题，让学生感受基本不等式的应用价值。本节课是基本不等式

的第一课时，主要应为基本不等式的形成与证明，并为下课时的应用奠定基础。 

 

三、学情调查分析（学生对预备知识的掌握了解情况，学生在新课的学习方法

的掌握情况） 

在已有认知方面，首先，学生在本节之前学习了不等式的基本性质，也学

习了使用作差法比较两个数或式子的大小，为基本不等式的代数证法做好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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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其次，学生在初中学习了与圆和三角形相关的平面几何的基本知识，为基

本不等式的几何证明奠定了基础。但是，要想达成目标，学生还需要良好的图

形分析能力和数学抽象、数学建模能力。高二的学生已经具有较好的基本数学

素养，但是假如教师不加以引导，学生仍然不能自觉地通过已有的知识去构建

新的知识，因此，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适当引导，并选用合理的手段激活学生

思维、增强数形结合的意识。 

另外，在学生心理方面，根据教学经验，首先，学生要从基本不等式的各

种几何背景抽象出基本不等式还有一定困难，在由重要不等式直接通过演绎替

换得到基本不等式的过程中，a、b取值范围的变化容易混淆。其次，在基本不

等式的应用中，学生往往困惑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基本不等式，容易忽视

基本不等式使用的前提条件和等号成立的条件.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借助

多媒体以形助数，使复杂问题简单化。通过实际应用，使学生领会基本不等式

成立的条件在解决最值中的作用。但对这一部分的进一步强化和应用，将放于

下一课时的内容中。 

四、教学目标确定（从学段课程标准中找到要求，并具体化为本节课的具体要

求） 

课标要求: 

1、探索并了解基本不等式的证明过程。 

2、会用基本不等式解决简单的最大（小）值问题。 

本节课教学目标设置: 

1、从实际问题及实验操作抽象出基本不等式，培养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和数

学抽象能力。 

2、让学生主动参与基本不等式的证明过程，通过“以形助数、以数解形” ，

了解基本不等式的代数、几何背景，培养学生逻辑推理能力和直观想象能力，

体会数与形的和谐统一。 

3、通过简单求最值问题的应用，加深学生对基本不等式的理解。 

五、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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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 

1、应用数形结合的思想理解基本不等式； 

2、从不同角度探索基本不等式的证明过程。 

教学难点： 

1、从不同角度探索基本不等式的证明。 

2、在基本不等式的应用中，“和定积最大，积定和最小”的简单应用。 

六、教学过程 

师生活动 设置意图 

 探究一、创设情境、引入课题 

                    

 

问题一：你还记得利用“赵爽弦图”证明勾股定理的过程吗？ 

问题二：你能在弦图中找出面积间的不等关系吗？ 

归纳：对于两直角边 a、b,有 2 2a 2 b ab  

问题三：上式中何时等号成立？ 

问题四：是否对任意的实数 a、b,都有 2 2a 2 b ab ，当且仅当 a=b

时，等号成立？ 

 

 

通过了解

中国数学

文化，增

强学生的

民族自豪

感和爱国

主义精

神。从几

何图形出

发，吸引

学生的注

意力，提

高学生的

参与度，

激发学生

学习兴

趣。并培

养学生的

数学抽

象、数学

建模数学

运算与数

据分析能

力。 

 

探究二：实验操作，形成概念 

准备两个正方形纸张，记一张面积为 a ，另一张面积为b . 

通过实

验，让学

生参与到

a

b

M

CD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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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把两张纸张沿对角线对折，把对折后的两部分纸张沿对角

线靠拢 

步骤二：此时靠拢的两张纸张的下半部分可看成一个矩形（见上图） 

步骤三：比较两者大小。 

总结：由图显然可得基本不等式：矩形面积不大于整个面积，即

2

a b
ab


 ，当 a=b 时，等号成立。并且要求 a、b均大于 0. 

 

知识建构

的过程

中，利用

面积间存

在的不等

关系，抽

象出基本

不等式，

并讨论等

号成立的

条件。在

此基础上

与探究一

所得到的

重要不等

式做比

较，突破

直接演绎

替换的难

点。体现

学生的主

体地位，

培养学生

抽象思维

与数学建

模的能

力。 

探究三：逻辑推理、代数证明 

问题一：我们学过哪些比较两个数或式子的大小？ 

问题二：你能用作差法比较
2

a b
和 ab 的大小吗？ 

问题三：你能根据我们所学不等式的基本性质完成以下填空吗？ 

虽然证明

过程简

单，但对

学生来说

会稍有困

难，所以

必要时要

对学生进

行适当点

拨。同时

通过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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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发

现不等式

成立的条

件，加深

学生的逻

辑推理和

抽象思维

能力，增

强教学效

果。 

探究四：抽象归纳、几何证明 

a b

E

D

A BO C

 

如图，AB是圆的直径，点 C是 AB上一点，AC=a,BC=b.过点 C作垂

直于 AB的弦 DE，连接 AD、BD. 

问题一：OD的长用 a,b可表示为？ 

问题二：DC的长用 a,b可表示为？ 

问题三：你能给出基本不等式的几何解释吗？ 

几何画板

演示说

明，突破

难点。通

过合作探

究的方

式，引导

学生从不

同角度认

识基本不

等式，培

养学生数

形结合的

思想，体

会数与形

的和谐统

一。 

探究五：初步应用，归纳

提升 

（1）学楼前准备用篱笆围

一个面积为 100 平方米的

矩形花园，问这个矩形的

长、宽各为多少时，所用

篱笆最短，最短的篱笆是多少？ 

此题目利

用基本不

等式求简

单最值，

包含正

用，逆用，

体现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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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学校发现只剩 36米长的篱笆，问学校围成的这个矩形的长、

宽为多少时，花园的面积最大，最大面积是多少？ 

 

总结：和定积最大，积定和最小 

本不等式

的应用价

值；并在

此基础上

总结应用

基本不等

式求简单

最值问题

的基本方

法。 

探究六：反思总结、形成方法 

问题：我们本节课学习了哪些知识与方法？ 

预设结论： 

1、重要不等式 

2、基本不等式 

3、和为定值积最大，积为定值和最小. 

通过反

思、总结，

培养学生

的概括能

力。使学

生理清这

节课的重

难点，深

化对基本

不等式的

理解，为

进一步学

习打下坚

实的基

础。 

七、课后作业、自主学习 

必做题：教材 100 页，习题 3.4 A组第 1、2题。 

选做题：B组第 1题。 

拓展作业：请同学们课外到阅览室或网上查找基本不等式的其他几

何解释，整理并相互交流。 

遵循因材

施教的教

学思想，

分层布置

作业，让

不同层次

的学生都

有所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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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图，取正方形对角线上任意一

点，分别作正方形两邻边的垂线，切

分出两个正方形和两个矩形，设切分

出的两正方形边长分别为 a、b，问：

切分出的两正方形面积和与两矩形

面积和的大小关系？       

七、板书设计 

 

 

3.4 基本不等式 

 

 

1、基本不等式                     

2

a b
ab


  

”成立“

时，“

当且仅当



 "a b  

 

PPT 展示区 学生板书区 

uba 
vab

4

2u
ab 

vba 2

 

左侧为本

节课的主

要内容：

基本不等

式以及求

最值的示

意图，全

程保留。

突出本节

课的重

点。中间

为 PPT的

展示区，

作为本节

课整个流

程的指导

区域，右

侧为教师

以及学生

的灵活板

演区。 

七、教学评价 

作业完成情况：25 分 

学生自我评价：25 分 

小组成员互评：25 分 

教师评价：2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