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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配方法为什么重要？

王明杨1

（1.杭州师范大学，浙江 杭州 3210000）

摘 要：配方法是贯穿数学学习全过程的核心思想方法，在初中阶段不仅是解一元二次方程的通法，更是连接初

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重要纽带。本文通过分析人教版、北师大版和浙教版教材的编排特点，探讨配方法在知识体

系中的衔接作用。研究发现：教材编排存在“从一般到特殊”与“从特殊到一般”两种逻辑路径；配方法不仅是求根

公式和二次函数研究的基础，更贯穿小学几何直观到大学微积分、线性代数的学习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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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配方法作为贯穿数学学习全过程的重要思想方法[1]，其应用颇为广泛。在初中数学中，它不仅是求解一元二

次方程的通法，也是二次根式的灵活变形的重要手段，更是探究二次函数最值问题的核心方法。在高等数学领域，

配方法的应用进一步拓展——从三角函数的恒等变换到最小二乘法的优化计算，再到多元二次函数的极值分析，

其思想精髓在不同数学分支中持续深化[2]。配方法作为连接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重要纽带，将处于不同学段、

不同模块中的知识衔接起来，在知识螺旋上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然而，在当前的初中数学教学实践中，配方法通常仅被视作求解方程的一种工具性技能，而忽视配方法作为

数学思想方法的深刻价值。这种现象不仅影响学生对二次根式本质的理解，也为后续学习二次函数带来了潜在困

难。作为第四学段“数与代数”模块的制高点，二次函数既是初中阶段代数知识的系统整合，更是培养学生数学建

模素养的重要载体。因此，只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把握配方法的教学，引导学生真正领悟其原理与应用逻辑，才

能为后续二次函数乃至更高层次的数学学习中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认知框架。

二、教材编排

在不同版本的教材中，配方法的编排方式不尽相同，本文选取人教版、北师大版和浙教版教材进行系统对比

分析，通过比较其在编排位置、课时分配、知识脉络和引入方式等方面的异同，深入探究不同教材对“配方法”的
处理特点，以期为教学实践提供更全面的参考。

（一）内容编排

在编排位置方面，三版教材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人教版与北师大版教材均将“配方法”编排在九年级上册的

“一元二次方程”章节中，而浙教版教材则将其提前编排至八年级下册。这种编排位置的差异反映了对学生认知发

展水平的不同考量：前两版教材基于九年级学生已具备较强的抽象思维和运算能力，将这一难点内容后置；而浙

教版则通过提前引入、循序渐进的方式，为学生预留更充分的消化吸收时间。

在课时安排方面，这种差异依然存在。人教版与北师大版教材均为“配方法”设置 1个标准课时，而浙教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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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则在此基础之上，增加了 0.5课时以巩固配方法的学习。在课时分配的差异化编排既体现了浙教版对低年级学

生认知特点的关照，也反映了其"小步走、多巩固"的教学理念。

在知识脉络构建方面，三版教材呈现出两种典型路径。人教版和北师大版教材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顺

序：先系统学习配方法这一通用解法，再推导出公式法，最后学习因式分解法这一特殊解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浙教版采用“从特殊到一般”的逆向思维：从学生已有的因式分解知识出发，通过逆运算引入因式分解法，

再逐步过渡到更具一般性的配方法和公式法。这种差异体现了教材编写者对数学知识建构逻辑的不同理解。

通过对比分析可见，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在配方法的编排上保持了高度一致性，而浙教版则展现出独特的教学

设计思路。三版教材对“配方法”的具体内容编排详见表 1，这些差异为教师根据不同学情选择适宜的教学策略提

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

表 1 三版教材“配方法”内容编排

人教版 北师大版 浙教版

编排位置 九年级上册第 1章 九年级上册第 2章 八年级下册第 2章

课时安排 1课时 1课时 1.5课时

知识脉络
配方法→公式法

→因式分解法

配方法→公式法

→因式分解法

因式分解法→开平方法

→配方法→公式法

（二）引入方式

在初中数学教材的编排中，配方法作为解一元二次方程的重要方法，各版本教材采用了不同的引入策略。通

过对比人教版、北师大版和浙教版教材，可以发现它们在知识衔接和教学设计上各具特色。三版教材对“配方法”
的引入方式详见表 2。

表 2 三版教材“配方法”引入方式

教材版本 引入方式

人教版

问题 1：解方程10 ∗ 6�2 = 1500.
探究：对照“问题 1”中解方程的过程，你认为应该怎样解方程(� + 3)2 = 5？
探究：怎样解方程�2 + 6� + 4 = 0？

北师大版

问题 1：你能解哪些特殊的一元二次方程？

问题 2：你会解下列一元二次方程吗？你是怎么做的？

�2 = 5、2�2 + 3 = 5、�2 + 2� + 1 = 5、(�+ 6)2 + 72 = 102.
问题 3：你能解方程�2 + 12�− 15 = 0吗？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你能设法将这个方程转化成上

面方程的形式吗？与同伴进行交流

浙教版 你能将方程�2 − 10� =− 16转化成(�+ �)2 = �的形式吗？请尝试解这个方程．

人教版教材采用案例引导式的任务设计，从实际情境中具体的方程实例出发，逐步化简变形得到这一可开平

方的方程形式，再类比推广到更一般的形式，即让学生思考的解法，整个设计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人教版并未

明确区分开平方法，而是将其作为配方法的一个特例来处理。采用从具体到抽象的设计思路，引导学生在解题过

程中自然领悟配方法的本质。

北师版教材的任务设计则更注重探究发现式的教学理念。在正式引入配方法之前，先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

通过设问“你能解哪些特殊的一元二次方程？”启发学生回顾已有知识，引导学生自主发现开平方法的适用条件，

进而探索一般方程的配方解法。接下来的问题设计严格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采用阶梯式递进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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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最基础的直接开平方就能解决的方程入手；接着过渡到需要简单代数变形的开平方问题；再到完全平方公

式的基本变形；最后进阶至配方法的初步形态。这种“由简入繁、由易到难”的精心设计，既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

规律，又能有效引导学生通过自主探究，逐步发现并掌握一般一元二次方程的通用解法。

浙教版教材采用问题驱动式的任务设计，通过提问“你能将方程转化成的形式吗？”引导学生思考，进而引入

配方法的定义。在浙教版的编排中，先系统讲解开平方法，将其单独作为求解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来学习，再自

然过渡到配方法，这种从特殊到一般的编排逻辑，使学生在掌握型方程解法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学习更一般的

配方技巧，体现了良好的知识衔接性。

可以看出，在知识体系构建方面，浙教版采用显性的“开平方法→配方法”递进式编排，人教版采用隐性的案

例渐进式编排，而北师版则采用启发探究式编排。尽管编排策略不同，三版教材都遵循了“由易到难”的教学原则，

最终都指向配方法的核心思想：通过代数变形将一般方程转化为可开平方的形式。在教学方法上，浙教版侧重知

识结构的系统性，人教版注重解题过程的示范性，北师版则强调学生的自主探究性。这种多元化的教材设计，为

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也体现了数学教学在统一课程标准下的多样性发展。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可根据学

情灵活借鉴不同版本的设计思路，以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核心作用

配方法是初中数学中一种基础而重要的代数方法，其核心地位体现在多个方面。作为解一元二次方程的通法，

配方法不仅是求根公式的推导基础，也是理解方程解的结构的关键。通过将一般式 y = ax2 + bx + c转化为完全

平方形式，配方法不仅提供了一种普适的解法，也为后续公式法的建立奠定了逻辑基础。求根公式 x = −b± b2−4ac
2a

的推导过程正是配方法的直接应用，而根的判别式∆=b2 − 4ac也自然地从这一过程中衍生出来，成为判断方程实

数根存在性的依据。此外，韦达定理的证明同样依赖于求根公式，而求根公式的源头仍是配方法，这进一步凸显

了配方法在代数推理中的核心作用。

配方法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解方程上，更在于它与二次函数学习的紧密联系。《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要求学生“会用配方法将数字系数的二次函数的表达式化为 y = a x − ℎ 2 + k的形式。”从而分析函

数的图象特征，如顶点坐标、对称轴、最值等。二次函数从一般式 y = ax2 + bx + c变换为 y = a x − ℎ 2 + k顶
点式的转换过程，本质上是配方法的运用。这一转换不仅帮助学生直观理解函数的几何性质，也为后续高中阶段

研究抛物线的平移、极值等问题奠定了基础。同时，新课标强调“二次函数与一元二次方程的关系”，而配方法正

是连接两者的重要桥梁，使得学生能够从代数与几何两个角度理解二次问题的本质。

从教学逻辑来看，配方法的学习贯穿初中数学的核心知识体系。它既是对先前所学完全平方公式、二次根式

等知识的综合运用，又为后续二次函数、根的判别式、韦达定理等高阶内容提供方法论支持。在解一元二次方程

的各种方法中，因式分解法和开平方法虽然简便，但适用性有限，而配方法与公式法作为通法，能够适用于所有

情况。其中，公式法本质上是配方法的标准化表达，因此配方法在解法体系中具有更基础的地位。此外，配方法

所蕴含的代数变形思想，如“补项凑方”的策略，不仅适用于方程和函数，还在后续的数学学习中（如高中导数、

不等式证明）反复出现，是数学思维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衔接作用

（一）与小学知识的衔接

1.几何基础：从直观认识到代数表达

在小学阶段，学生通过几何直观与简单方程的学习，为初中配方法的理解奠定了重要基础。一方面，在小学

阶段学生通过丰富的几何活动学习数学，以建立完整的面积概念体系。学生通过计算边长为整数的正方形面积（如

3×3=9），直观理解平方数的几何意义，这种具象认知为后续代数中的平方运算提供了思维基础。另一方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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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计算组合图形面积时，学生掌握了“补全”的策略[3][4]。如图 1，求边长为 5的正方形缺失一个 2×3矩形后的面

积，学生会将这个组合图形补全为一个正方形，这种几何补全思想直接对应配方法中“补常数项”的代数操作。

图 1 “补全”策略求组合图形面积

2.方程思想：从算术解法到代数思维

新课标对数学内容的编排进行了优化，将正式的系统性方程学习安排在初中阶段，如一元一次方程，但小学

阶段仍然强调代数思维的早期渗透。首先，重点培养等式变形的意识。此时学生掌握的“保持等式平衡”原则，成

为后续方程变形的基础规范，如通过逆运算解决如 3x+5=20这类问题。其次，将问题复杂化，培养学生的代数表

征能力，出现如“两个连续自然数的和是 15”这类需要设未知数的问题，这种将文字问题转化为方程的经验，直接

服务于二次方程的应用题解决。最后是思维过渡的关键阶段，在解决“矩形周长固定求最大面积”问题时，虽然小

学用枚举法，但已蕴含极值思想，这为后续学习配方法求二次函数最值埋下伏笔。

纵观小学代数思维的认知发展轴线，从算术具体运算到简单代数表征，再到复杂方程变形，这一发展过程表

明，配方法的出现不是孤立的技能传授，而是学生代数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学生积累足够的方程变形经验后，

解决二次方程的配方法就成为了思维发展的自然延伸。

（二）与高等数学的衔接

1.微积分中的应用

以函数 f(x) = 2x2 − 8x + 5为例，通过配方得 f(x) = 2(x − 2)2 − 3，直接读出顶点（2，-3）。当然也可以通

过求导，得 f'(x) = 4x − 8，令 f'(x) = 0，解得 x = 2。两种方法所得结论完全一致，但配方法提供了更直观的几

何解释，这种对应关系使学生理解，导数为零的点本质上是函数图像的“顶点”，而配方正是揭示这一特性的代数

工具[5]。在多元函数极值问题中，这种思想进一步推广到 Hessian矩阵的正定性判定。

此外，配方法也是积分运算的简化利器。考虑积分 1
x2+4x+13

� dx的求解过程，首先将x2 + 4x + 13配方，得到

(x + 2)2 + 9，再将其转化为标准形式 1
u2+a2

� du，其中 u = x + 2，a = 3，应用公式得1
3
arctan ( x+2

3
) + C，此类问

题在概率论（正态分布）、信号处理（傅里叶变换）等领域频繁出现。数据显示，在工程数学课程中，约 65%的

有理函数积分需要通过配方完成简化。

2.线性代数中的高阶推广

二次型的标准化处理，设二次型 Q(x) = xTAx（其中x = x1, x2 T），以具体二次型 Q(x, y) = 5x2 + 4xy + 2y2

为例，其对称矩阵构造为 A= 5 2
2 2 ，通过正交变换化为标准形 Q(x) = 6y12 + y22，其几何意义是将旋转后的二

次曲线化为标准方程。若采用初等的配方法处理原二次型，经过逐步配方可以得到 Q(x, y) = 5(x + 2
5
y)2 + 6

5
y2，

这一结果虽然形式上与正交变换后的标准形不同[6]，但本质上都实现了消去交叉项 4xy的目标。这种一致性深刻

揭示了配方法通过适当的变量替换实现二次型的对角化的核心思想。

配方法在线性代数中的特殊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为学生理解更抽象的正交变换提供了具体的

认知基础；其次，在计算特征值较复杂时，配方法往往能提供更简便的计算途径；最后，这种从初等方法到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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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自然过渡，完美体现了数学知识体系的连贯性。强调配方法与矩阵对角化的内在联系，能帮助学生建立从

具体运算到抽象理论的认知通道。这种衔接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反映了数学思维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

象的发展规律，是线性代数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五、启示

配方法作为数学教育中的关键思想方法，其教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知识体系的贯通性，从小

学的几何补全思想到初中的方程求解，再到大学的二次型对角化，配方法构建了连贯的认知链条。其“补项凑方”
的策略本质，在不同学段呈现螺旋上升的发展态势。其次是思维发展的奠基性，作为代数变形的典型范例，配方

法培养了学生的结构化思维与转化思想，这种思维模式在 STEM领域具有广泛迁移价值。最后是教学改革的导向

性，基于新课标要求，配方法的教学应实现三个转变：从机械训练转向原理探究，从孤立技能转向思想方法，从

代数运算转向几何解释。教师需借鉴多版本教材优势，设计梯度性问题链，引导学生体会数学思想的统一性与普

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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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the completing the square method important in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Mingyang Wang1

1 Jing Hengyi Education Colleg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Abstract:The completing the square method is a core idea and approach that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I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age, it is not only a general method for solving quadratic equations with
one variable, but also an important link connecting elementary mathematics and advanced mathematic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rrang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xtbooks of the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t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and the Zhejiang Education Edition, and explores the connecting role of the completing the square
method in the knowledge system.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are two logical paths in the textbook arrangement: "from
general to specific" and "from specific to general". The completing the square method is not only the basis for the study
of the root formula and quadratic functions, but also runs through the learning process from the geometric intuition in
primary school to calculus and linear algebra in university.

Keywords:Completing the Square;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Knowledge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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