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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数学实验室的中学数学实验教学实践研究”课题活动之 

高中数学实验教学研讨活动安排 
 

一、研讨时间：2017 年 9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15:00~17:30 

二、研讨地点：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五楼数学实验室 

三、参加人员：东升高中数学实验课题小组成员、中山课题实验学校各 2~3 人  

四、应邀嘉宾： 

中山一中教务主任（陈国祥）及中山高中数学学科带头人（李湖南） 

中山实验学校教务主任（王福山）及实验骨干教师 2 人、华侨中学（马颖） 

顺德碧桂园学校学科主任（庄新瑞）及国际实验骨干教师 2 人 

澳门劳工子弟学校教务主任（董女士）及实验骨干教师 2 人 

珠海市教研室主任（黄玉平）、珠海和风学校及北师大附中珠海分校  人 

广东省电教馆发展研究部主任（林君芬博士，《教育信息技术》杂志社主编） 

北京教育学院教授（王长沛，网络直播远程指导） 

中山市电教站领导（贾建荣）、市教研室领导（             ） 

五、活动议程 

时间 研讨主题 发言人 交流内容 

9 月 12 日下午 

15:10—15:50 

观摩学生实验课 
东升高中 赵 进 解三角形 

暑假实践作品展 

16:00—16:15 数学实验授课15分钟 东升高中 姬兴瑞 开水泡茶口感探究 

16:15—17:10 

数学实验教学研讨

及数学实验室 

充分利用设想 

参与会议学校领导 

及 

数学实验骨干教师 

学生实验 

实验授课 

相关活动 

17:10—17:30 活动总结 
省市领导讲话 

学校领导总结 

活动主持：高建彪   协助主持：董卜毓 

六、其他事项 

① 活动组织与接待：刘华山  13702797000 

② 新闻报道、摄影：杨安明  

③ 设备支持：市电教站（借用一体机一台，面向中山市初高中数学教师网络直播） 

④ 活动赞助：广州莱博仕教育设备有限公司、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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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5》实验一 解三角形 
学校:               班级:        姓名:            组序:        机器序号:      

实验目的 

会利用 HP Prime图形计算器的三角求解器及 CAS运算解三角形，能在几何图形功能中

绘制三角形并测量与计算；理解与掌握正弦定理、余弦定理的应用及三角形的面积公式. 

实验准备 

HP Prime 中文彩屏图形计算器（每人一台）. 

实验过程 

※ 实验 1  正弦定理、余弦定理及应用 

问题 A：在 ABC 中，已知下列条件，解三角形：                         评价：      

     ① 40b cm ， 20c cm ， 25C  ；        ② 9a cm ， 10b cm ， 15c cm . 

   实验步骤：                                实验记录：结果在实验分析中. 

S1：按O开机，按!选[三角求解器]，按S&E，清除所有数据. 

S2：按方向键或触屏输入第①组数据，使得 40b  ， 20c  ， 25C  ，触屏选[求解]，记录

结果，再触屏选[其他解]，并记录.  注：触屏选[弧度]使得角度单位变为[度]. 

S3：按S&E，清除所有数据，按方向键或触屏输入第②组数据，使得 9a  ， 10b  ，

15c  ，触屏选[求解]，并记录结果. 

S4：按C，进入 CAS运算，按S&，清除所有运算数据，再按SC，进入 CAS

设置，触屏选择角度单位为[度]，并去掉[精确]的勾选. 

S5：按C，输入
2 2 2

9, 10, 15|
2

a b c

b c a

b c
  

 

 
. 注：输入小写字母先按A；按c 后触屏选竖线. 

S6：按S h U E E，求得角 A的度数. 

S7：按U U U U E，复制表达式，修改后按上两步求角 B、角 C度数. 

实验分析： 

⑴   完成实验各步，记录结果如下：  （精确到 0.1） 

  Ⅰ. ABC 中， 40b  ， 20c  ， 25C  ，则 a       ，A        ，B         ，或 a       ，

A        ，B         .  

  Ⅱ. ABC 中， 9a  ， 10b  ， 15c  ，则 cos A                          ，A        ； 

cosB                      ，B       ；cosC                       ，C      . 

⑵ 讨论： ABC 中，已知b， c，C，当            时，三角形无解；当            时，

三角形一解；当            时，三角形两解. 尝试用图示分析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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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B：已知ΔABC三个顶点的直角坐标分别为A(3，4)、B(0，0)、C( x，0)． 

    (1) 若 5x  ，求sin∠A的值； (2) 若∠A是钝角，求 x的取值范围．       评价：      

   实验步骤：                                 实验记录：数据在实验分析中. 

S1：按C，进入 CAS运算，按SC进入 CAS设置，角度度量设为度，去掉精确. 

S2：按S l n5-0 R l+ n0-0 R l R S 

p A a E，将 2 2(5 0) (0 0)   赋值给 a；  

S3：类似步骤 S2，将 2 2(5 3) (0 4)   赋值给 b， 2 2(0 3) (0 4)   赋值给 c. 

S4：按A b l+ A c l- A a l/2* A 

b* A c R S p A c A o A9 A a E，

将
2 2 2

2

b c a

bc

 
赋值给 cos A，再将 21 cos A（ ）赋值给 sin A . 

S4：类似步骤 S2～S4，计算出 2 2 2b c a  ，再按b，触屏选[CAS][求解][求解]，按

S+ l S6RREo dE，解不等式 2 2 2 0b c a   . 

实验分析： 

进行上述实验，完成下列填空： 

  Ⅰ. 第 1问中， a        ， b        ， c        ， cos A =          ， sin A =       . 

 Ⅱ. 第 2问中，a        ，b       ，c       ， 2 2 2b c a  =          ，x范围为       . 

※ 实验 2  面积计算 

问题 C：在 ABC 中，已知下列条件，求三角形面积 S：                    评价：      

     ① 18a cm ， 25c cm ， 48.5B  ；      ② 44a cm ， 23b cm ， 37c cm . 

   实验步骤：                                 实验记录：结果在实验分析中. 

S1：按C，进入 CAS运算，按S&E，清除所有运算数据，再按SC，

进入 CAS设置，触屏选择角度单位为[度]，并去掉[精确]的勾选. 

S2：按C，输入 18, 25, 48.5

1
sin( ) |

2
a c jba c jb     . 注：输入小写字母先按A；按c 触屏选竖线.  

S3：输入
2 2 2

44, 23, 37|
2

a b c

b c a

bc
  

 
，计算出 cos A . 

S4：按S l1-S+ l E，计算出 sin A，再计算面积. 

实验分析： 

⑴ 完成实验各步，记录结果如下：  （精确到 0.1） 

  Ⅰ. ABC 中， 18a  ， 25c  ， 48.5B  ，则面积为 ABCS                         .  

  Ⅱ. ABC 中， 44a  ， 23b  ， 37c  ，则 cos A                          ， 

sin A                          ， ABCS                         . 

⑵思考：三角形面积公式是如何推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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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水泡茶口感的探究 
东升高中  姬兴瑞    

实验背景分析 

新的课程标准提出了数学建模和数学探究等研究性学习内容的要求，要求学生从现

实情境或某个具体数学问题出发，提出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经过建立模

型或运算求解等过程，自主探索、合作探究得出结论。探究型学习的过程更离不开信息

技术工具的支撑。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学生可以在教师引导下，自主获取知识、应用技

术工具解决问题，更好地从事这种具有科研性质的活动。 

实验“开水泡茶口感的探究”是基于学生学习了人教版高中数学选修 1-2 第一章第

一节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及初步应用的情况，结合生活中常见的泡茶情景设计的数学实

验课。意在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将所学数学知识用于探究生活问题。 

一、实验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1）学会用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解决生活实际问题；（2）学会利

用 Hp Prime 图形计算器采集、分析、处理数据；（3）了解数学建模的基本步骤。 

2、过程与方法：（1）让学生通过采集数据、作散点图并拟合的过程，进一步深

化对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的理解和数学建模思想；（2）让学生观察、讨论、归纳并

概括所学的知识。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1）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利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实际

问题的能力。（2）使学生通过沏茶的过程，初步了解我国博大进深的茶文化，进一

步增加传统文化素养。 

二、实验教学重难点 

实验教学重点：数据采集及分析拟合 

实验教学难点：信息技术工具的实用、结果处理 

三、实验教学器材 

Hp Prime 图形计算器、温度传感器、玻璃茶杯、电热水壶、绿茶、室内温度计 

四、实验教学过程 

问题导入 

据调查，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喜爱品茶，各国茶文化各不相同，各有千

秋。对于我们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凡来了客人，沏茶、敬茶的礼仪是必不

可少的。当有客来访，可征求意见，选用最合来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绿茶因其香郁

达、味醇、行美备受大家青睐。冲泡绿茶首选玻璃茶具，这样不仅我们不仅可以品其香，

亦可赏其美。那么我们冲泡一杯绿茶，在多久后饮才能品到最佳的口感呢？ 

今天我们来探究室温下泡茶的温度变化和口感问题。“经验表明，某种绿茶用 85℃

的水泡制，再等到茶水温度降至 60℃时饮用，可以产生最佳口感。那么在室温下，刚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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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茶水大约需要放置多长时间才能达到最佳饮用口感？” 

实验探究 

（一）、烧水沏茶  

1、 电热水壶烧水（岩泉初沸）. 

2、 开水淋洗茶杯（孟臣沐霖）. 

3、 按口味浓淡度取适量绿茶投入茶杯中 

（乌龙入宫）. 

4、 等水温降至 85℃时，将水高冲入茶 

杯中（悬壶高冲）. 

（二）、采集数据 

将 Hp Prime 图形计算器开机调至图 1 界面， 

设置好数据采集时长及样本个数，调至图 2 界面， 

连接温度传感器，采集数据. 

（三）、处理数据  

导出数据并修正. 

 

 

 

 

 

 

 

 

 

 

 

 

 

 

（四）、函数拟合  

1、选择适当的函数拟合. 

2、对拟合函数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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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结果应用  

1、利用拟合函数进行预报  

2、得到结论: 在        ℃室温下，用        容量的玻璃杯，85℃的水泡绿茶，

等       秒后饮用，可以产生最佳口感。 

科学验证 

利用牛顿常温环境下冷却模型进行科学验证。 

    牛顿常温环境下冷却模型： -k
0 1 0= + - e t    （ ） ，其中 t 表示经过的时间， 1 表示

物体的初始温度， 0 表示环境稳定温度，k为正常数。 

误差分析 

存在误差的原因如下： 

1、数据采集：采集数据时间过短，或没有对首位的样本数据进行修正。 

    2、随机误差：影响茶汤温度变化的，除了室温还有茶杯造型、茶汤多少等因素。 

改进措施 

延长数据采集时间，尽量使外界环境稳定，调整工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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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10

1

开水泡茶口感的探究

东升高级中学 姬兴瑞

问题导入

经验表明，某种绿茶用85℃的水

泡制，再等到茶水温度降至60℃

时饮用，可以产生最佳口感。那

么在室温下，刚泡好的茶水大

约需要放置多长时间才能达到

最佳饮用口感？

实验探究

•1、电热水壶烧水

•2、开水淋洗茶杯

•3、绿茶投入茶杯

岩泉初沸

孟臣沐霖

乌龙入宫

•4、将水冲入茶杯 悬壶高冲

（一）烧水沏茶

实验探究

•1、设置Hp Prime图形计算器

连接温度传感器

•2、将温度传感器探头插入杯

中，开始采集数据

（二）采集数据

实验探究

•导出数据并修正

（三）处理数据

实验探究

•1、选择适当的函数拟合

（四）函数拟合

•2、对拟合函数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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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探究

•1、利用拟合函数进行预报

（五）实验结果应用

•2、得到结论

在 ℃室温下，用 容量的玻璃杯，85℃的水

泡绿茶，等 秒后饮用，可以产生最佳口感

科学验证

（五）实验结果应用

•牛顿常温环境下冷却模型：

其中t表示经过的时间，表示物体的初始温

度，表示环境稳定温度，k为正常数。

-k
0 1 0= + - e t    （ ）

1

0

误差分析

•讨论存在误差的原因：

•改进措施:

课后作业

请用下列装置装置设计一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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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升高中 2017～2018 学年数学实验教学方案 

（讨论稿） 

一、数学实验目的 

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巩固中学阶段所学数学知识，培养动手实践与探索创新

能力，拓展学生课外数学知识与数学视野。 

二、数学实验环境 

1. 实验条件：在学校领导的积极争取下，在中山市电教站的支持下，配备了 56 台

HP Prime 图形计算器等设备，建立了数学实验室。 

2. 实验班级：高一、高二年级，各选择 2 个班（普通理科班、普通文科班）进行实

验，注意在实验前后与平行班进行对比调查，包括成绩、兴趣、能力等。 

3. 实验开课：每周开设 1 节数学实验课（进课表），一般为两节连堂数学课的第 2

节。教师需提前编写好实验报告，可参考中山市 hp 课题组的实验成果。 

三、数学实验制度 

学生在实验中，必须遵循以下制度与要求。 

1. 认真进行操作、记录、观察、分析； 

2. 独立完成实验，包括操作与记录，认真分析与思考； 

3. 实验中操作有困难，可举手请求指导老师或学生技术骨干解决； 

4. 认真填写好实验报告； 

5. 实验课前后需保管好机器，丢失或损坏，由责任班级承担。 

四、其他补充说明 

1. 各数学实验班分为 9 组，每组 6 人，每人一台机器，超过人数由实验教师协调。 

2. 非实验班可以每学期申请 1～3 次数学实验课。 

3. 高一数学实验教师由李步炎、李刚、高建彪老师兼任，高二数学实验教师由刘华

山、赵进、姬兴瑞老师兼任。 

4. 数学实验员由           兼任 / 专任，每周计算       课时。 

 

                                                    东升高中 

                                                  2017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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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东升高中 2017年暑假数学假期实践方案 
 

一、活动宗旨：丰富具有数学潜质的在校学生暑假学习实践，提高解决数学

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拓展学生数学视野，

培养适应信息科技社会的创新人才。 

二、活动时间：2017 年 7 月 10 日～2017 年 8月 31 日 

三、活动对象：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2016 级高一学生 

四、活动网址：http://www.gdzssx.com/hp 

五、活动办法 

1、通过活动网址，学习 HP Prime 图形计算器的使用方法。 

2、尝试用 HP Prime 图形计算器或模拟器，绘制函数图像、几何图形、编写

程序、解决数学问题和撰写研究小论文。 

3、假期优秀作品，在 2017 年 8月 31 日前发送到邮箱 76456245@qq.com。要

求注明作者姓名、班级及作品说明。小论文、有作品制作过程或演示视频（建

议用安卓下的彩视软件制作）的，优先评奖。特等奖获得者，须同时提供视频。 

4、学校数学实验室的图形计算器，在暑假实践时间内，将平均分配到新学期

的数学实验班，损坏、遗失将照价赔偿。 

六、奖励办法 

设立个人奖与团体奖。 

个人奖设特等奖 1名（奖励：HP Prime 图形计算器 1台，价值 2000 元）、一

等奖 4名（奖励：HP 39II 图形计算器 1台，价值 400 元）、二等奖 10名（奖励：

HP 双肩包 1个，价值 150 元）、三等奖参加人数的 30%（奖励：HP 16G U 盘 1个，

价值 50 元）。团体奖以班级为单位，依据参加队员的总分之和进行奖励（特等

奖记 8分，一等奖计 5分，二等奖记 3分，三等奖记 2分，参加记 1分），取优

秀奖 2名（奖励：Labox 超级起重机组合 1套，价值 2500 元）。 

获奖的团体和个人颁发获奖证书，奖品由广州莱博仕教育设备有限公司赞助。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2017 年 6月 18 日 

Labox 超级起重机组合介绍： 

产品描述: 制作套件采用拼插式结构，根据构件的用途不同，部件采用优质尼龙制造，尺寸精确，不易磨损，可以

保证反复拆装的同时不影响模型结合的精确度。易于拼接、颜色鲜艳亮丽、能耐炎热和高寒、耐磨、韧性好等优点。构件的

工业燕尾槽设计使六面都可拼接。利用“六面可拼接体”这种开放的零件，来构建或者模拟现实发挥参与者的创意。 

利用 2000 多个构件能够拼接：移动的大型龙门起重机、重载起重机、建筑用起重机等 3 个大型模型。每个模型臂长大

于 1.1 米，配备无线遥控控制系统。支持 4 路遥控信号，四路独立的电机和动力。可以手动控制、电动控制、无线遥控控制；

吊斗可以上下升降、前后移动；吊臂可以 360 度自由旋转。独特的设计可实现随心所欲的组合和扩充，使其成为真正的想象

无限，创意无限的产品。 

通过生产线模型的创意和拼接增加了学生对滑轮组、杠杆、传动、无线遥控等相关知识的综合应用的掌握。是结构工程、

机械工程和电子的综合应用能力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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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升高中 2017年暑假数学假期实践学生优秀作品 

 

            

 特等奖  高二 10班 杨志富 《几何实物绘图》           二等奖  高二 10班 王祺松 《彩色的心》 

 

 

 

 

     

一等奖  高二 10班 徐鑫 《向日葵》 

 

       
二等奖  高二 12班 王为 《丑》               二等奖  高二 12班 朱山浩 《十字架》 

 

 

假期实践优秀老师：刘华山  《用手机玩转 hp prime图形计算器》 

假期实践优秀班级：高二 10班      

11



 

基于 HP-Prime 技术支撑的高中数学实验设计优化探索之旅 

高建彪 （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高中） 

摘  要： 

本文以 HP-Prime 图形计算器为数学实验的支撑平台，结合技术手段运用于数学实验

的具体情况，在高中新课程标准数学实验教材中精选四例典型问题，对常见数学实验设计

展开优化研究。通过优化探索之旅，意图强化数学实验设计中，不能只是技术的舞台，而

应是技术激发兴趣、帮助探索，最终强化数学知识与思想方法，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手持技术  数学实验  模型拟合  设计优化 

 

信息技术手段迅猛发展的时代，数学教学中融入技术已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各种数

学教育技术的平台也逐渐走进我们的数学课堂，特别是具有“移动便携数学实验室”美誉

的图形计算器，已于 2010 年 2 月正式纳入教育部发布的《高中理科教学仪器配备标准》

之中。时至今日，经济发达的省市都已迎来图形计算器数学实验室配备的春天。 

教育技术手段的运用，除了以课堂探索为辅助教学手段之外，另一种恰当的运用方式

是以技术平台为支撑，围绕数学教材设计学生实验报告，使数学学科与理化生学科一样，

能让学生动手进行数学实验。如何设计数学教学中的实验和学生实验报告中的实验，已成

为数学教育技术整合到高中数学中的重要话题。笔者查阅已有的一些数学实验设计，结合

实验设计中经常出现的一些误区，撰写此文进行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同仁参与到数学

实验教学设计的研究之中。 

一、由热点问题“二分法”例析，数学实验设计应注重原理方法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教学中，二分法为课标新增内容，是数学课标教学研究中

的热门课题。技术手段的运用，更是将二分法教学任务的完成变得轻松自如。 

问题 1求函数 ( ) ln 2 6f x x x   的零点（精确到 0.01）. （人教 A 版《数学 1》 89P ） 

实验设计：针对二分法内容，常见的实验方法是利用技术手段画图像求零点（如图 1），

并利用计算器求解指令解方程（如图 2），利用编程功能写程序求零点（如图 3），利用繁

琐的计算过程逐步演算求出结果（如惠普的《高中数学基础实验手册》第 36页～第 37页）。 

     

         图 1                      图 2                     图 3 

设计分析：上述实验设计，如果只是停留在图 1～图 3的探索，就走进了严重的误区，

因为二分法的教学，重在运用零点存在性原理和二分区间的思想，逐步逼近零点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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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繁琐的逐步演算不可缺少。但可以简化运算过程（如图 4~图 7），或利用电子表格功

能演算（如图 8～图 9）。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图 9 

图 4~图 7的代数运算中，重在理解图 4中左右两个端点的赋值，通过端点与中点函数

值计算结果的符号关系，判断中点 C的值是赋予 A还是赋予 B，通过计算区间的长度判断

是否达到精确度。图 5～图 6，则是图 4运算步骤的简单复制过程。图 8~图 9中电子表格

演算二分法，则重在图 8表头项的设计，图 9中的后续工作则只是人脑选择 A端还是 B端

的值，技术操作则只是简单的复制与粘贴，其余各列均自动完成运算。二分法的思想与方

法，在上述数学实验操作中，得到了有效的落实。 

二、由函数模型建立例析，数学实验设计应注重教材安排 

课标教材中不同内容的学习中，都有函数模型的建立，在相应的阶段应当选择对应的

方法，不能忽视教材教学内容的阶段性安排。在人教 A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材《数

学 1》的第三章，研究函数模型及其应用时，第 105页有下面一道例题： 

问题 2 某地区不同身高的未成年男性的体重平均值如下表：（人教 A 版《数学 1》 105P ） 

身高

/cm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体重

/kg 
6.13 7.90 9.99 12.15 15.02 17.50 20.92 26.86 31.11 38.85 47.25 55.05 

（1）根据上表提供的数据，能否建立恰当的函数模型，使它能比较近似地反映这个

地区未成年男性体重 y kg与身高 x cm的函数关系？试写出这个函数模型的解析式. 

（2）若体重超过相同身高男性体重平均值的 1.2倍为偏胖，低于 0.8倍为偏瘦，那么

这个地区一名身高为 175 cm，体重为 78 kg的在校男生的体重是否正常?  

实验误区：针对教材《数学 1》这一实例，笔者见过最多的设计就是毫不犹豫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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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的手段进行实验（如图 10~图 12所示），甚至进行了不同回归方程的探索，却不

知这只是《数学 1》内容中的函数模型的建立。 

     

         图 10                     图 11                   图 12 

设计分析：认真阅读教材的处理，你会发现它只是观察散点图的特征，发现这些点的

连线是一条向上弯曲的曲线，根据之前所学的指数函数图像特征，考虑用 xy a b  这一函

数模型来近似刻画这个地区未成年男性体重 y kg与身高 x cm的函数关系。在学习《数学 1》

的阶段，自然只能用待定系数法来求待定系数 a 和 b，所以教材中选取其中 2 组与第 11

组数据列方程组，用计算器算得 2a  ， 1.02b  。针对教材此阶段的处理，我们在图 10

的基础上，应当采用解方程组的代数运算，强化待定系数法运用于数学建模（如图 13）。 

     

         图 13                       图 14                   图 15 

如果要进一步探究，我们将思考能否选择其它两组数据呢？回答是当然可以，但到底

选取哪一组数据最为适合呢？我们利用 HP-Prime 技术，计算选取不同组数据所得函数模

型的预测值和实际值差的绝对值的和，能轻松发现教材中所选取的第 2 组与第 11 组数据

是最为恰当的，如图 14～图 15所示。更详细的研究思路，可参考笔者在广东省图形计算

器课题组领导徐勇主任指导下，研究撰写的一篇文章《一例教材中的函数模型拟合之路的

探索》（此文已发表于《中国数学教育》2014年第 11期）。 

三、由位置关系判断例析，数学实验设计应注重代数运算 

在解析几何的学习与研究中，常常需要判别两条曲线的位置关系。在技术的支撑下，

最常见办法的是作图观察，或者解方程组判断。 

问题 3判断直线 : 3 6 0l x y   和圆 C： 2 2 2 4 0x y y    的位置关系. （人教 A 版《数

学 2》 127P ） 

实验设计：利用 HP-Prime 的高级作图，轻松得到直线与圆的图形，观察图像能发现

它们的位置关系，甚至求出交点坐标，如图 16～图 17所示。或者直接解方程组，根据根

的个数判断它们的位置关系，如图 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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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图 17                   图 18 

设计分析：上述实验设计看似完美，作图探索体现了数形结合思想，解方程组体现了

方程思想的运用。但是，上述实验都只能作为验证手段，真正体现数学味的实验设计，应

当是代入消元，然后利用判别式判断根的个数，如图 19 所示；或者利用配方法求圆心与

半径，利用几何法判断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如图 20~图 21所示，遗憾的是 HP-Prime无

直接配方。 

     

         图 19                      图 20                   图 21 

图 19与图 21所演示的代数运算，把繁琐的计算交给机器，人脑只需根据所学的数学

知识与方法，指挥机器如何进行运算。机器演算的算理（步骤与方法），才是我们学习研

究数学时所应抓住的灵魂。 

四、由回归分析热点例析，数学实验设计应注重知识运用 

回归分析也是课标新增内容，是高考考查的热点问题。教材所选取的一些实例，没有

计算器的帮助，几乎不能完成计算，所以导致新课程标准实验之后的首次高考被师生忽视，

但现在已成为师生掌握最好的问题，然而却只是针对一些能笔算结果的数据。 

问题 4 在一次对人体脂肪含量和年龄关系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获得了一组样本数据： 

年龄 23 27 39 41 45 49 50 

脂肪 9.5 17.8 21.2 25.9 27.5 26.3 28.2 

 

年龄 53 54 56 57 58 60 61 

脂肪 29.6 30.2 31.4 30.8 33.5 35.2 34.6 

根据上述数据，人体的脂肪含量与年龄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人教 A 版《数学 2》 85P ） 

实验误区：利用 HP-Prime 的双变量统计功能，在数据表格中录入数据（图 22），在

图形视图中得到散点图，在符号视图中进行线性拟合的运算（图 24），然后再回到图形视

图中观察拟合效果（图 24），至此实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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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                    图 23                   图 24 

设计分析：上述实验完毕，似乎能感受到技术的优势，原本笔算非常困难的问题，录

入数据之后轻松点击几个按键就得到了结果。仔细推敲一下，回归分析的数学知识与方法，

得到了落实吗？系数的计算公式何在呢？没有数学味的实验，只是技术的舞台，我们应当

尽量避免，而回归到具有数学味的实验设计之中。于是我们可以在图 24 的直接技术手段

拟合的实验之前，插入如图 25~图 27所示的代数运算实验过程，甚至探索最小二乘法原理。 

    

         图 25                    图 26                   图 27 

图 25是计算 x、y的平均值，图 26是由线性回归方程的系数公式，计算系数 b、a，

图 27则是用另外一个系数公式进行计算，并计算判断拟合效果的相关系数。 

 

小结语： 

数学实验的设计，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在实验过程之后进行反思，修改并完善原有

的实验设计。只有经历反复的锤炼，才能打造精品实验。而实验的设计与修改，在综合运

用技术的同时，都必须重视数学知识与思想方法的落实。在技术的运用中，不能停留在图

形计算器图形功能，还应展示统计与数据处理功能，利用技术拓展研究，发挥图形计算器

代数运算的重要作用，即繁琐的计算交给机器，人脑指挥机器的过程形成需要掌握的算理。 

让我们共同努力探索吧，技术的价值与魅力是无限的，充分整合技术的数学教学，更

是自由自在、其乐无穷与美丽无比！   

         （作者：广东图形计算器课题组成员 高建彪  写于 2015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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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Prime图形计算器主要功能键介绍 
 

中间圆盘为方向键，移动光标到四个方向.  屏幕可以触屏选择.  Enter：执行键. 

 

 

 

 

 

 

 

 

 

 

 

 

 

 

 

 

 

 

 

 

 

 

 

 

 

 

 

 

 

 

 

 

 

 

HP安卓及WIN模拟器 

学习视频等资料网址：                                       HP数学实验室 

www.gdzssx.com/hp                            微信公众号 
苹果手机用户可以到应用市场下载 HP Prime图形计算器免费版. 

切换到包含 18个

应用程序的主页 

切换到符号视图 

切换到图像视图 

切换到数值计算 

或进入主屏设置 

切换到数字视图 

返回键或 

清除数据 

切换到帮助界面 

查看 或 复制 

切换到代数运算 

或进入 CAS设置 

菜单 或 粘贴 

变量、语句或字符 

函数、语句或内存 

橙色功能键 

蓝色功能键 

开机 或 关机 

不同应用中的字母 

 

数学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矩阵 

程序 

上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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