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征稿简则

《福建中学数学》创刊于1958年，是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中学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学科刊物：秉承

“服务中学数学教师的。教’、服务中学学生的。学’”的办刊宗旨，积极引导初等数学教育工作者开

展初等数学教育教学理论研究，全面展示初等数学教育教学研究的新成果，介绍初等数学教育教学改革

的新经验，扎扎实实地为初等数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作贡献，被誉为“学生的良师、教师的益友”：为

“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 “维普资讯网”、 “龙源期刊网”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等收录。设有命题研究、数学探究、数学教育、教学研究、学习导航、信息技术、竞赛园地、学生习作、

本刊专稿等栏目，并不定期开设综述评论、研究简报、研究简讯等专栏。欢迎有志于初等数学教育教学

研究和教育改革研究的数学教育工作者投稿。

1、来稿必须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合法性，且未一稿多投。要求论点鲜明、数据可靠、文字精炼、

图表清晰。来稿一律要求用WO RD文档电子稿投稿，并将文档命名为“文章的标题+作者姓名”，全文

一般不超过4000字。来稿要求用字规范，外文字母必须分清文种及大、小写，上、下脚标的位置高低

应区分明显。所使用的量、单位及符号一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定标准为准。稿件具体编排格式和

规范要求如下：

(1)页面设置。纸张：A4，页边距：上3．4厘米，下2．0厘米，左2．0厘米，右2．0厘米。

(2)论文标题。居中，字体为三号黑体(力口粗)。

(3)作者、地址。标题下方为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E—mail地址。

(4)正文。

(i)字符字体。正文中文字符用五号宋体，数学公式及非中文字符一律用公式编辑器MathType5．0以
上版本排版，数学图形用几何画板绘制。

(ii)标题层次。一级标题用1、2、3⋯⋯依次排序：二级标题用1．1，1．2，1．3⋯一依次排序：三级标

题用1．1．1，1．1．2，1．1．3⋯一依次排序：仅限三级标题，标题均加粗。

(5)参考文献格式。

[1】作者(女生前名后，外文名可缩写)．书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2】作者．论文名[J】．刊名(夕h文可缩写)，出版年，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2、本刊稿件须经两位以上专家审阅。因编辑部人力有限，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投稿作者

一般将在投稿后两个月内收到稿件评审结果的电子邮件通知，如投稿后三个月内未接到通知，作者可自

行处理稿件，或直接与编辑部联系。编辑部电话：0591—8344183 5，投稿和联系电子邮箱：

fjzxsx@fjnu．edu．cn。

福建中学数学 器荤戮‘器52期
F U J l AN Z HO NGX U E SH UX U E 202 1年4月20日出版

-6784

国际统一刊号：IssN蚓096—6784
Ⅲ⋯⋯¨川⋯⋯¨

㈣肝国内统一刊号：cN 35—1084／01 Ⅲ⋯⋯¨川⋯⋯¨
国内邮发代号：34—9 。愕9磐爿坦l则4UUl!!
发 行：福建省福州市邮政局

。⋯⋯⋯‘
0元

⑧

差诊

费参乡驴拶

⑧

静誊象芬善扩暂荔∞
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

维普资讯网

龙源期刊网等全文收录

1 958年创刊(月刊)
2021年第4期总第352期

lSSN 2096—6784

CN 35—1 084／01

J墨》一蒂姣

万方数据



弃多违牛孚数爹
刊名由林群院士题写

1 958年仓lJ干IJ(月干IJ)

2021年第4期总第352期

2021年4月20日出版

lSSN2096—6784

顾 问

主 编

副主编

编 辑

主 管

主 办

编辑出版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邮 箱

CN35—1 084／01

林 群 薛卫民 王长平

李永青 任 勇

苏维钢

张胜元

江 维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

福建省数学学会

《福建中学数学》编辑部

福建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

350117

0591—83441 835

0591—83441 835

fjzxsx@fjnu．edu．cn

发 行福建省福州市邮政局

订 阅全国各地邮局

印 刷福州万紫千红印刷有限公司

【命题研究】

剥茧抽丝现思路，

【数学探究】

目 录

拾阶而上寻源头

⋯⋯⋯⋯⋯⋯⋯⋯⋯⋯⋯⋯⋯⋯⋯黄林盛(1)

圆锥曲线切线的相关命题及其尺规作图

⋯⋯⋯⋯⋯⋯⋯⋯⋯⋯⋯⋯⋯⋯⋯⋯⋯⋯⋯⋯⋯⋯⋯曹彬(3)

抛物线的切线方程相关问题的统一认识及其应用

⋯⋯⋯⋯⋯⋯⋯⋯⋯⋯⋯⋯⋯⋯赵临龙 张云云 刘倩(5)

立足教材，一题多解，回归本质

⋯⋯⋯⋯⋯⋯⋯⋯⋯⋯⋯⋯⋯⋯⋯⋯⋯⋯⋯⋯⋯⋯⋯雷石平(8)

【教学研究】

应用元认知体验策略，培养数学运算素养

⋯⋯⋯⋯⋯⋯⋯⋯⋯⋯⋯⋯⋯⋯⋯⋯⋯⋯⋯⋯⋯⋯⋯李华仙(11)

基于单元整体的教学设计

⋯⋯⋯⋯⋯⋯⋯⋯⋯⋯⋯⋯⋯⋯⋯⋯⋯⋯．．高影 蒲锦泉(1 4)

着眼数学建模 提炼解题思路

⋯⋯⋯⋯⋯⋯⋯⋯⋯⋯⋯⋯⋯⋯⋯⋯⋯⋯⋯⋯⋯⋯⋯蒋昊(1 8)

诗意盎然的课堂 韵味悠长的数学

⋯⋯⋯⋯⋯⋯⋯⋯⋯⋯⋯⋯⋯⋯⋯⋯⋯⋯⋯⋯⋯⋯⋯李太新(22)

典例引路 变式助力 深度学习

⋯⋯⋯⋯⋯⋯⋯⋯⋯⋯⋯⋯⋯⋯⋯⋯⋯⋯⋯⋯⋯⋯⋯翁桂萍(24)

优化让学促思 提升思维品质

⋯⋯⋯⋯⋯⋯⋯⋯⋯⋯⋯⋯⋯⋯⋯⋯⋯⋯．．林再生 郑为勤(28)

【学习导航】

例谈数列与函数互相转化在解题中的运用

⋯⋯⋯⋯⋯⋯⋯⋯⋯⋯⋯⋯⋯⋯⋯⋯⋯⋯．．涂承煌 董涛(3 1)

回归概念一一巧用最值定义解决一类含参问题

⋯⋯⋯⋯⋯⋯⋯⋯⋯⋯⋯⋯⋯⋯⋯⋯⋯⋯⋯⋯⋯⋯⋯周洁(35)

浅谈球相接问题的求解策略

⋯⋯⋯⋯⋯⋯⋯⋯⋯⋯⋯⋯⋯⋯⋯⋯⋯⋯⋯⋯⋯⋯⋯许沐英(37)

例谈焦半径夹角公式和焦点弦性质的应用

⋯⋯⋯⋯⋯⋯⋯⋯⋯⋯⋯⋯⋯⋯⋯⋯⋯⋯⋯⋯⋯⋯⋯曾庆国(38)

巧借长方体速解立几小题

⋯⋯⋯⋯⋯⋯⋯⋯⋯⋯⋯⋯⋯⋯⋯⋯⋯⋯⋯⋯⋯⋯⋯李桂英(4 1)

注重解题反思，培养思维能力

⋯⋯⋯⋯⋯⋯⋯⋯⋯⋯⋯⋯⋯⋯⋯⋯⋯⋯⋯⋯⋯⋯⋯李波波(43)

另解2020年福建省高三质检理科数学第21题第(Ⅱ)问

⋯⋯⋯⋯⋯⋯⋯⋯⋯⋯⋯⋯⋯⋯⋯⋯⋯⋯．．刘橙阳 吴敏(45)

【数学建模】

小议新教材视角下数学建模的课堂环节

⋯⋯⋯⋯⋯⋯⋯⋯⋯⋯⋯⋯⋯⋯⋯⋯⋯⋯⋯⋯⋯⋯⋯张玮(47)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