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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驱动架构下数学概念教学的设计与思考
——以《反比例函数》教学为例

梁任华

（茂名市博雅中学，广东 茂名 525000）

摘要：数学概念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笔者以“反比例函数”概念的教学为例，基于问题驱动法的视角设计教学活动，引导学生通过

问题去理解反比例函数概念的本质属性，生成概念系统，体验概念的价值，在深度学习的同时，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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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核心素养

具有整体性、一致性和阶段性，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表现。小学

阶段侧重对经验的感悟，初中阶段侧重对概念的理解。”数学概

念是对特定事物的本质特征的高度概况和提炼，是核心素养的要

素。函数的概念是初中数学的核心概念，它是比较抽象的概念，

学生不可避免会有所遗忘，因此在学习反比例函数概念时应当对

函数的一些相关知识要进行适当的复习。其次，对于反比例函数

概念的学习，许多学生仅仅是机械记忆，模仿练习，缺乏对概念

本质的理解，因此在解决问题时不能举一反三。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教师应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探索帮助学

生积累经验，建构知识体系，提升素养。关注反比例函数的实际

背景，从学生经验出发创设情境，设置问题，引导学生通过观察、

比较、归纳等活动，逐步抽象概念并找到本质属性。

二、基于问题驱动法视角下的教学设计

（一）教学内容分析

函数是在探索具体问题中数量关系和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抽象

出来的数学概念，是研究现实世界变化规律的重要内容和数学模

型。学生曾在七年级下册和八年级上册学习过“变量之间的关系”

和“一次函数”等内容，对函数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

讨论反比例函数，可以进一步领悟函数的概念并积累研究函数性

质的方法及用函数观点处理实际问题的经验，为后续学习二次函

数等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教学主要环节

环节一：创设情境  提出问题  问出概念本源

情境一：小明家到电影院有 3000 米，他从家去电影院全程所

用

时间（分）随着平均速度（米 / 分）的变化而变化。

问题 1：这里有几个量？常量是什么？变量是什么？

问题 2：你能用含有的代数式表示吗？（ ）

问题 3：小明可以选择步行、搭公交车、骑共享单车、骑摩

托车和小轿车的方式前往，具体速度（米 / 分）如下表所示，请

你利用问题 2 中的关系式补全下表中的 t。
步行 公交车 共享单车 摩托车 小轿车

速度（米 / 分） 100 300 400 750 1500

时间（分）

问题 4：随着平均速度的增加，全程所用时间发生了怎样的

变化？

问题 5：给定变量的值，t 都有唯一确定的值与它对应吗？

问题 6：时间是速度的函数吗？为什么？

问题 7：时间是速度的一次函数吗？

设计意图  学完一次函数一年后，学生遗忘函数概念，需课前

复习。直接提问耗时长，故采用熟悉情境和问题串细化复习，学

生易答。设置问题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问题 6 做铺垫，在问题中

感受函数定义中的三个要素：一种变化关系；两个变量；对一个

变量，另一个变量有唯一确定的值与之对应。问题 7 引入新知，

新旧冲突激发学生思考讨论，帮助学生形成主动学习的动力。

情境二：小明在国庆假期为了方便出行，选择骑摩托车去电

影院。小明出发前，先去加油站把油加满，已知摩托车的油箱为

7 升，路程中平均每千米耗油量为 0.02 升，那么油箱剩余的油量

Q（升）与行驶路程 x（千米）存在着什么样的函数关系式？

情境三：小明去电影院看电影《坚如磐石》，电影票价为 40

元 / 张，如果将票房收入记为 y（元），卖票数记为 x（张），那

么票房收入 y 与卖票数 x 的函数关系式是什么？

情境四：看完电影后已是晚上，小明骑摩托车行驶需要开灯。

已知车前灯电路上的电 U=12V 压保持不变，那么通过灯泡的电流

I（A）和灯泡的电阻 R（Ω）的函数关系式是什么？

设计意图  本环节的四个情境问题是根据交通出行方式而设置

出来的，具体的生活事例让学生感觉亲切、自然，感受到函数是

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有效模型，利用生活经验很容易解决这些问

题。这些问题答案涉 ，Q=7-0.02x，y=40x，I= 及不同

类型的函数，有学过的一次函数、正比例函数，还有本节课将要

学习的反比例函数。这样的设计一方面很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热情；另一方面准确定位学生的知识生长点，为引入新函数的学

习埋下伏笔。

环节二：循序渐进  抽象概念  问出概念定义

1. 强化模型

问题 8：一个矩形的面积为 20cm2，相邻的两边长分别为 xcm

和 ycm，那么变量 x 关于变量的函数关系式为 ________；

问题 9：某村有耕地 346.2hm2，人口数量逐年发生变化，那

么该村人均占有耕地面积（hm2/ 人）与全村人口数的函数表达式

为 ________。

设计意图  通过前面情境一到四的交流，再到两个填空问题得

到函数表达式 ， 。以构建互动、和谐的课堂气

氛为依托，进一步丰富学生对反比例函数的感性认识，让学生充

分感受到数学来源于生活，体会学习数学的重要性。

2. 形成概念

问 题 10： 这 些 函 数 关 系 式 ，I= ， ，

是我们之前学习过的一次函数、正比例函数吗？它们有

什么共同特征？

问题 11：能否用一个统一的函数关系式把它们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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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2：对于 里面的有没有要求？为什么不能等于 0 ？

问题 13：你能类比于一次函数，归纳出反比例函数的概念吗？

问题 14：你能说出自变量和函数的取值范围吗？

设计意图  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归纳出 4 个函数共同点，抽象

出反比例函数形式，并定义概念。问题串引导学生观察、比较、分析、

归纳，从感性到理性认识，突出重点。此过程锻炼学生观察、类比、

归纳能力，感受特殊到一般、符号化、抽象概括方法，发展数学

思维能力，培养建模意识。

环节三：辨析发现  诊断概念  问出概念本质

1. 深化概念

问题 15：在下列函数表达式中，均表示自变量，那么哪些是

反比例函数？每一个反比例函数相应的值是多少？

① y= ② y= ③ y=1-x ④ xy=4 ⑤ y= ⑥ y=2x-1

设计意图  在学生对反比例函数的概念认识还不够深入的情况

下，引导学生抓住概念的本质，通过辨别反比例函数解析式不同

形 式 （k 为 常 数，k ≠ 0），xy=k（k 为 常 数，k ≠ 0），

y=kx-1（k 为常数，k ≠ 0）来巩固落实、深化概念，对反比例函数

从表象认识上升到本质认识，理解反比例函数的本质特征是两个

变量的积是常数 k（k ≠ 0），突破了难点。数学知识教学只有深

层的“意义建构”，而非表面的“形式模仿”，才能促进学生的

素养提升。

2. 走进生活

问题 16：反比例函数在生活中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你们还

能说出生活中反比例函数的例子吗？

设计意图  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反比例函数是一类反映现实世界

特定数量关系的数学模型。在学生对反比例函数的本质认识的情

况下，利用已有的生活经验，通过举例、说理、交流，巩固反比

例函数概念。

环节四：拓展延伸  应用概念  问出概念内涵

问题 17：下列函数① y=x-2，② y= ③ y=x-1 ④ y= ，y

是的反比例函数的个数有（  ）

A.0 个        B. 1 个        C. 2 个         D. 3 个

问题 18：若 y=（m+2）xm2-5 是反比例函数，则的值为（  ）

A. 2          B. -2         C.±2        D. 无法确定

问题 19：是的反比例函数。下表给出了与的一些值。

x -2 -1 - 1 3

y 2 -1

（1）写出这个反比例函数的表达式；

（2）根据函数表达式完成上表；

问题 20：（变式练习）根据表 1 中的数据判断是的什么函数。

表 1

x … -5 -3 -1 0 2 4 …

y … 15 9 3 0 -6 -12 …

根据表 2 中的数据判断是的什么函数。猜想当扩大到原来的

倍时，将怎样变化？如果缩小到原来的倍时，又将怎样变化？

表 2

x … -4 -2 -1 1 2 4 …

y … 2 4 8 -8 -4 -2 …

设计意图  四个问题通过不同的形式考察同一知识点，旨在强

化反比例函数的概念。

环节五：归纳小结  梳理知识  问出概念价值

1. 每日一思

学有所思  学有所悟  学有所获

知识

思想

易错点

2. 问题清单

（1）什么叫作反比例函数？反比例函数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学习反比例函数有何意义？

（2）你在认识反比例函数的过程中，体会和运用了哪些思想

方法？碰到了哪些困难？有何感触？

（3）类比于研究一次函数的经验，你认为反比例函数还应该

研究什么？

设计意图  通过小结回顾本节课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有助

于让学生反思学习过程，系统化认识反比例函数，培养学生的问

题意识，与学过的知识建立联系，完善知识体系，促进数学思维

的发展。

三、教学思考

章建跃博士认为，当前数学教学的最大问题是教师对数学内

容的理解不到位，同时建议要深刻理解数学内容的本质，为学生

建构研究一个数学对象的“基本套路”，设计系列数学活动。而

在数学教学中的确经常；存在重解题、轻概念的现象，造成了数

学概念与解题脱节，甚至有些老师仅仅把概念看作是一个名词而

已，认为概念教学就是对概念作解释，要求学生记忆。在概念的

教学中，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概念生成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强化对数

学本质的理解，关注数学概念的现实背景，引导学生从数学概念、

原理及法则之间的联系出发，建立起有意义的知识结构。” 首先，

整节课以生活情境引入，通过引导性问题串处理新旧知识联系，减

少学习困难。接着，利用生活情境引出函数关系式，强调数学与生

活的联系。最后，引导学生分析、类比概念特征，归纳共同属性，

体验概念的发现和形成过程，使学生以“发现者”角色参与学习。

（二）关注概念理解

整节课的题目难度都不大，作为一节概念课，不能一味追求

解题，而是让学生更多地打开思维，通过这节课来体会类比、归纳、

对应、转化等数学思想方法，经历主动探索的过程。如通过反比

例函数的三种表达形式的展示，恰当地运用变式，能使学生的思

维不受消极定式的束缚，实现思维方向的灵活转化，使思想呈发

散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引导学生通过剖析，进而认识到概

念的本质。

（三）注重概念运用

概念的运用是一个从一般到具体的过程，通过概念运用加深、

巩固学生对数学概念的掌握，还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灵活性。本节课习题问题的选择和编制，能够逐层深入引导学生

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一个数学概念从未知到已知到组织到应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教学中围绕问题为主线，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并关

注学生获得数学概念和理解概念本质的过程，给予学生充分的时

间促使学生数学能力的发展，这就是数学教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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