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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下指向核心素养的教学研究

夏　芳

上海市第四中学，中国·上海　200234

【摘　要】在人工智能兴起的今天，数字发展对教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课堂教学中利用技术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激发其主动学习兴趣。本论文通过介绍切线的定义并了解其演变过程，探索导数的几何意义

及切线的斜率，以及会求切线方程，认识导数的驻点。通过对切线概念的建立与辨析，以问题探究方式引起学生学习的探

索兴趣，引导学生学会观察问题、归纳方法,领会数学思想方法。通过本论文的研究，有助于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导数的

定义，渗透数形结合、以直代曲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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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是信息发达，新知识迭代层出不穷的社会，为了学

生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学校课堂教学不能仅限于专业化

知识的传授，同时要在课堂中培养学生良好品格和核心能

力，这样学生才能在生活中以不变应万变，适应不断变动

的未来。

根据新课程标准理念，学生是学习知识的智能主体，而

老师是学生的建议者、帮助者、引导者，从知识层面看，

学生学习了第一节的平均变化率，函数的瞬时变化率及导

数的概念，对导数概念有初步的认识，同时学生对曲线的

切线也基本的认识，从学习能力层面看，通过高一的学习

与实践，学生有基本探究问题的能力和经验．但更多限于

直线与曲线相切则直线与曲线只有一个公共点的理解上。

本节课中曲线的切线概念不是从公共点上定义的，而是

由“割线”的“逼近”来定义，层次有所上升，把曲线的

切线上升到新的思维水平上。

1　教学目的、重难点及方法

1.1　教学目的

①通过动态图象展示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导数的几何意

义，即切线的斜率，培养学生的直观想象核心素养；

②会求函数图象的切线方程。学习并掌握“数形结合、

以直代曲”数学思想方法，培养学生的数学抽象核心素养

和逻辑推理核心素养；

③在课堂中渗透“无限逼近”，利用数学软件的动图激

发学生的热情和兴趣，在利用数字技术在课堂教学中培养

学生探索新知识的精神和数学素养。

1.2　教学重难点

重点：导数的几何意义及其应用，“以直代曲”、“数

形结合”的数学思想。

难点：①通过直观动图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利用推导

过程渗透极限思想；②运用导数的几何意义解释曲线的切

线并能阐述实际意义和解决实际问题。

1.3　教学方法

启发式、讲练结合法

2　教学过程研究

2.1　旧知复习、情景引入

在变速运动中，x在x0,x0＋h为端点的区间内的平均速

度为 x的变化量为h，y的变化量为f(x0＋h)－f(x0).即为速

度的平均变化率。

在变速运动中，当h趋于0时，平均速度的极限值为x=x
0

处的瞬时速度，即瞬时变化率,其意义为函数y=f(x)在x=x
0

处的导数。

ppt课件显示日常生活中投篮照片，展示随处可见的桥

的图片，提问学生如何用数学知识来反映篮球瞬时速度？

如何用数学知识来反映桥的坡度？

设计意图：

这些问题的数学本质都是求曲线的切线，①回顾复习，

为本节做知识准备；②紧扣导数的本质设置情景问题，顺

利自然引入新授内容。

2.2　探究活动、构建新知

数学中，某区间内平均变化率的极限是某点的瞬时变化

率；在变速运动中，某时间段内平均速度的极限是某时刻

的瞬时速度。类似地，几何图形中，曲线上过点的割线的

极限是什么？曲线的割线与切线有什么关系？先认识曲线

中割线的定义。

割线：连接曲线上任意两点的直线称为该曲线的一条割

线。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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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割线示意图

问题1：我们已经学习过哪些曲线中的切线？

圆、椭圆、双曲线和抛物线的切线，如图2所示：

可以看到，上面情况中直线都是曲线的的切线，前面旧

知中学习的切线的定义无法涵盖任意曲线的切线，因此本

节课将在前面的基础上扩充切线的知识，学习切线的另一

种定义。

问题2：怎样的切线定义才更合适呢？

利用信息技术展示动态图，观察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

的割圆术动态图，如图引导学生发现规律、特征，得到

结论。

特征：不断细化分割圆，正多边形无限接近圆，割线无

限接近切线，直线线无限接近曲线，“以直代曲”，故结

论是：割线的极限是切线。

切线定义：点Q越来越靠近点P时，PQ趋近于曲线的一条

确定直线，称之为曲线在点P处的切线。

结合课本引例，通过问题串的形式，引导学生在平均

变化率、瞬时变化率、导数、割线、切线、斜率等已有知

识的基础上探究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体会无限逼近的思

想，数形对照的过程中自然地形成对新知的构建。

设计意图：

①通过完整的探究环节、生生互动、师生共析、数形结

合，使学生从直观感受上升到理性思考，抽象概括出导数

的几何意义，数学知识的产生水到渠成；

②利用重构式教学方法，自然地将“切线的演变历程”

融入课堂，使学生深刻感受到对事物本质的探索是一个渐

渐深入、存真去伪的过程；

③引用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的《割圆术》视频展示无限

接近，深刻感受“以直代曲”的同时加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和认同感。

探索切线与导数的关系

问题3：如何求切线的斜率？那我们怎样用数学语言描

述这一极限呢？

2.3　例题分析，巩固基础

例3 如图3所示，曲线 )22(2 2 ≤≤−−= xxy

是圆 222 =+ yx 在x轴及其上方的部分，P(1,1)和Q(0,

2 )是该曲线上的两点。

(l)求割线PQ的斜率;

( 2 ) 对 正 整 数 n ， 令

),(,2,11 2
nnnnnn yxQxy

n
x −=−= ，均

在该圆周上，且随着n的增大越来越接近点P.借助信息技术

工具，适当地计算一些割线PQn的斜率，观察并总结当n逐

渐增大时，割线PQn的斜率的变化趋势。

解：(1)利用斜率公式得到

割线PQn的斜率是：

引导学生利用计算机中的表格计算，得到随着n不断变

大，割线不断接近在P处的切线，其斜率不断接近-1，则在

P处切线的斜率值为-1.即过P点的切线斜率可表示为：

切线的斜率与导数什么关系？

进一步观察其结构特征，找到切线的斜率与导数间的关

系，不难发现：

不难猜想：导数y=f’(x
p
)的几何意义：x=x

p
处的切线的

斜率，且切点为（x
p
,f(x

p
)）。

从例3猜想的结论出发，经过严谨的证明，得出更一

图 3 6 P点变化示意图

图 2 相关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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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结论，在PPT中展示一般曲线中，割线趋近于切线的

过程，其斜率的变化直观展示给学生看，验证导数的几何

意义。

设计意图：

例3主要是为了带领学生探究性学习割线的斜率和切

线的斜率，一方面验证割线的极限是切线，与之对应的割

线斜率的极限就是切线斜率。另一方面，引导学生观察斜

线斜率的代数结构，鼓励学生自主探究，猜想结论，落实

数学学科在课堂中中的数学抽象素养和逻辑推理素养的培

养，同时也能不断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2.4　课堂练习，深化例题

2.4.1　请根据图4中的函数图像，将下列数值按从小到

大的顺序排列

①曲线在点A处切线的斜率；②曲线在点B处切线的斜

率；③曲线在点C处切线的斜率；④割线AB的斜率；⑤数值

0；⑥数值1。

2.4.2　借助函数图像，判断下列导数的正负（可以用

信息技术工具）

设计意图：

练一练的两个题目主要是检验学生对导数的几何意义的

理解，同时也帮助学生巩固导数几何应用，培养学生的几

何直观素养。

如何求切线方程？

导数y=f’(x
0
)为x=x

0
处的切线的斜率，切线过

点根据点（x
0，

y
0
）,则由点斜式可知切线方程为：  

))(()( 00
'

0 xxxfxfy −=−
例4、已知f(x)=x2,求曲线f(x)在点p(1,1)处的切线

方程。

例5、已知f(x)=x3,求曲线f(x)在点p(0,0)处的切线

方程。

驻点：导数为0的点横坐标值为函数的驻点

设计意图：

例4帮助学生掌握求曲线斜率切线的斜率及切线方程的

方法与过程；

例5，强化利用导数的几何意义来求切线斜率和切线方

程，以及引出新知---驻点的概念，区别例4与例5中的驻点

的区别为后面知识的学习做铺垫。

2.5　课堂小结

①切线定义的变化（其中包含极限思想，定义从静态变

为动态）；

②导数的几何意义是该点的切线斜率（包含“以直代

曲”的思想，数形结合的思想）；

③如何求曲线上某点的切线方程。

3　结语

本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学习切线的定义了解其演变过

程 ，探索导数的几何意义及切线的斜率，以及会求切线方

程，认识导数的驻点。在本节课中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切

线定义的变化，从静态到动态的理解是有难度的，对与某

处的导数值的几何意义是切线的斜率是从定义角度出发帮

助学生理解，便于掌握。

本节课也是不断探析高中数学课堂教学如何落实学科核

心素养的求索过程，数学核心素养的在课堂中的落实与强

化需要教师在数学的教学过程中提炼总结出来，用数学思

维方式来分析人生面对的问题的核心素养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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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习题一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