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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式分解是整式乘法的逆运算!它是解多项式方程和不等式以及分式运算的基础'有
了因式分解!我们就可以对多项式方程和不等式进行降次!实现从高次到低次(化繁

$

简的
目的-有了因式分解!以多项式

$

分母的分式的四则运算才得以顺利进行!所以因式分解的
学习很重要'

管因式分解是整式乘法的逆运算!但对学生而言!两者的难度
"

不可相提?论'整数
乘法可类比数的运算!学生有比较好的基础!乘法法则包括单项式乘以单项式(单项式乘以
多项式到多项式乘以多项式!层次递进!环环相扣'但因

$

因式分解的方法比较多!也比较
灵活!技巧性

(

!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生的学习困难'虽
5

因式分解也可类比因数分
解!但在因式分解中!分解出的因式

"

比因数+主要是质因数*要杂得多'

基於上述原因!我们将在本文中讨论因式分解第一节课的不同设计及其优缺点'因式
分解第一节的

#

容主要包括"+%*因式分解的概念-+"*因式分解的第一个方法!即提取公
因式法的学习和初步训练'提取公因式法涉及两个技巧!一是最大公因式的确定!这是例
+%*的情形-二是将某个因式当作公因式提取出来!这是例+"*的情形!其中

=

涵
0

元的思
想'这节课看起来很简单!希望通过下文的讨论!可以让教育同仁看到学生的学习困难!明
白有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对学生来

5

!

"

是很难的
#

容'也希望老师们能在日後的教学
中注意教学细节!充分发挥好老师的讲解作用'

¦

(

#$%&

关於因式分解!人民教育出版社+後面简称人教社*的教材上出现过两种不同的引入
方式'一是类比因数分解!具体地

5

!从#把-$#分解成几个质数的乘积形式$类比将5

"

*5

和5

"

!%写成整式的乘积的形式!进而定义#因式分解
$

将一个多项式化成几个整式的积的
形式的变形$+人教社!"##&!@(%-/*-二是单刀直入!直接从整式乘法的逆运算角度在讨论
了5

"

*5和5

"

!%後给出定义+人教社!"#%$!@(%%+*'

)$+)

何漢秋，梁翠瓊，江春蓮(2023). 看似簡單卻十分不簡單的數學課：因式
分解. 澳門數學教育，21，43-46.



本文作者认
$

!可以从... I... *...的简便计算引入'这个计算稍杂!除了求助於
计算器!应该

6

有学生愿意直接算!怎
>

办呢3有学生可能想到乘法对加法的分配律!把两
个式子中的...提出来!得到... I+... *%*)...###!计算一下变得简单了,这就是做数
学的#啊哈$状态,进而!我们可设5)...!讨论这眧的变形过程!即5

"

*5)5+5*%*!将
#一个多项式化成几个整式乘积的形式$,

多年前!本文作者曾跟我国数学教育家张奠宙先生讨论时!张先生认
$

还可以从讨论
方程5

"

*5)#的解引入'学生不难观察到!这个方程有一个解5

%

)#!也可以通过进一步的
尝试!得到方程的另一解5

"

)!%'接下来是讨论方程是否还有
*

的解'可能有学生会注意
到!该方程可变形

$

5+5*%*)#!进而可以得到只有5)#和5*% )#两种情癋'

比较这四种引入方法!我们认
$

从... I... *...的计算引入最合适!提取公因式的过
程迫切而自然!而且起点较低!可以激发数学能力较低的学生的学习兴趣'人教社的两种处
理方式

6

能
5

明
$

什
>

要做因式分解'从方程5

"

*5)#的解的个数的讨论引入对一般学生
来

5

!挑战性太大'

Æ

(

'(�)à¯

人教社+"##&!"#%$*的教材!直接从># *>=*>++或@# *@=*@+*入手!各项都有个
公共的因式+即公因式*>!然後基於>+# *=*+*)># *>=*>+得到># *>=*>+)>+#

*=*+*!?
5

另一个因式是># *>=*>+除以>得到的商'将# *=*+

5

成是># *>=*

>+除以>得到的商
6

错!但不如将其表述
$

># *>=*>+的各项除以>得到的商的和更
具操作性'

如果在概念引入的时候?用... I... *...的简便计算引入!现在就可以设5)...!

其中的变形就是"5

"

*5)5+5*%*'右边的单因式5是5

"和5的公因式!把5

"和5中的5提
出去後!分

*

得到5和%!所以第二项是5*%'当发现有公因式的时候!把公因式提出去就可
以很快将多项式变成乘积的形式!所以提取公因式是因式分解最基本的方法'

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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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教社+"##&!"#%$*的教材上!用了如下两个例子"+%*&#

$

=

"

*%"#=

$

+-+"*"#+=*+*!

$+=*+*(对例+%*!教材直接分数位部分+&和%"*和字母部分+#

$

=

"和#=

$

+*讨论得到它的公
因式+#=

"

!但
6

有引入最大公因式的概念'对例"!指出=*+是公因式後很快得到了结果'

对例%!我们可以把它改编成如下的
6

有正确答案的选择题!让学生来讨论'

下面是+名同学给出的例+%*的因式分解的答案!请问其中哪些是正确的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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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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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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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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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选项中!按照提取公因式法的定义!前面的三个都
6

有错误'第一个只提了数
的公因数!第二个只提了字母部分的公因式!第三个既提了数的公因数!也提了字母部分
的公因式!但

6

有把所有的公因式都提取出来!什
>

是#所有$的公因式呢3我们可以仿照
小学中学过的#最大公约数$的概念提出#最大公因式$的概念!把它提出来後!得到的式子
"#

" 和$=+就不再有任何#交集$了,这就是数学对#最简$的追求!对简洁美的追求,

第四个选项有计算错误!通过对它的讨论可以提醒学生如何检验因式分解结果的正确
性'在这样的讨论过程中!有比较(分析(检验等数学思维

=

含其中!可极大地提升学生的思
维水准和数学交流能力'

对例"!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需要边讲边标示!讲的时候要有意识地把=*+单独念出
来!?用红色的粉笔将=*+圈示出来"# +=*+*!$ +=*+*!以显示在这眧我们可以把他
们看作一个整体!当作一个因式提出去'从数过渡到式!要将字母和字母组成的代数式作同
样的处理!对很多学生来

5

!这是非常难的事情'

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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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练习部分!人教社两版的设计比较接近!"#%$版的比"##&版的多了"道!下面呈
现的是"#%$版的'

%(把下列各式分解因式"

+%*#5*#: +"*$>5!->:

+$*&>

"

" *">" ++*%"5:V!.5

"

:

"

+/*"#+:!V*!$=+V!:*

+-*@+#

"

*=

"

*!O+#

"

*=

"

*

"(先分解因式!再求值"

+#

"

+5*'*!$+5*'*!其中# )!/!5)$'

$(计算/ I$

+

*+ I$

+

*. I$

"

'

第%题中的-道小题!第+%*题可
0$

5

"

*#5!这是之後要学习的一元二次方程中较简
单且常见的题型-第+$*题可

0$

&>

"

" *"#>"

"

!与++*一起让学生练习例+%*的方法'第
+/*和第+-*题可互

0

!因
$

第+-*题的公因式能观察出来!而第+/*题则需要把前後两个
式子中的一个的符号变

0

一下才能
?

出公因式:!V或V!:!对符号运算不熟悉的同学容易
出错'

第"题意义不大!可舍去'第$题可改成两个子问题"+%*计算&& I.... *%" I....-

+"*给你自己和同学出$道可以用类似方法的计算题'这眧的第+%*题是仿照引入的例子!

将...变成了....!... *%则
0

成了&& *%"!学生注意到这样的结构後!可以从结果出发!

建构更多的问题!学会了自己出题!就融会贯通了'

代数常被看作是高等数学的门槛+M9?dL@A21!"##/*!在中学如何说明学生打好基础
)/+)



需要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激发学生思考的问题!供学生讨论(发挥和拓展!?
$

後续主题的学习做些铺垫!日积月累!学生将会越来越喜欢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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