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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本节课是2019 版高中数学新教材第一册第三章第一节“函

数的概念及其表示”中的第1 课时——函数的概念。函数贯穿

了整个高中数学课程，它是解决数学问题的基本工具，它不仅

对所学过的集合做了巩固和发展，而且也是学好后续各类基本函

数的基础，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函数的概念》作为概念教学课，可以使学生在问题探究

过程，即概念的形成过中体验从特殊到一般、类比归纳等数学

思想方法，同时也关注到数学抽象等核心素养。

2  教学目标设置

2.1在探究情景问题的过程中，体会从集合角度进一步学习

函数的概念的必要性。能够在初中用变量之间依赖关系描述函数

的基础上，用集合语言和对应关系来刻画函数，建立完整的函

数概念，体会集合语言和对应关系在刻画函数概念中的作用[1]。

并了解构成函数的要素。

2.2在经历概念的形成过程后，提高数学抽象和逻辑推理等

核心素养。并掌握概念形成过程的一般方法。

2.3 通过函数概念的学习过程，感受数学和生活的紧密联

系，提高学习数学的兴趣。

3  学生学情分析

3.1学生已有的认知基础：本节课对于他们此阶段的学生来

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学生在初中阶段就已经学习了函数的

一些相关知识，知道我们可以用函数描述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

并且通过之前对于集合相关知识的学习，对应用集合相关知识来

解决数学问题的意识也有所提高。同时，这个阶段的学生也有着

一定的数学抽象和逻辑推理能力，这就为从集合的角度进一步学

习函数的概念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

3.2学生存在的知识障碍：相比于初中阶段学习的变量角度

的函数的概念而言，高中利用集合的角度来研究函数的概念具有

高度的抽象性。而高一年级的学生由于他们的抽象思维还不够完

善，因此对函数概念及其本质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困难。并且对新

引入的函数符号f也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

4  教学策略分析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节课首先以嫦娥五号探测器通过长征五

号遥五运载火箭发射的视频作为开始，引导学生思考：火箭发射

的过程中存在哪些变量？这些变量之间有相互关系吗？从而抽象

出在变量角度上对函数下的定义。

采取教材引言部分的两个问题“正方形的周长 l与边长 x的

对应关系 xl 4= 与正比例函数 xy 4= 相同吗”、“ xy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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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吗”。学生通过思考发现之前学习的变量角度的函

数知识无法解决这两个问题，于是引出从集合角度进一步学习函

数的概念的必要性。

为了探求函数概念的本质，从4个问题情境入手，设计问题

串展开一一的探究，通过实际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由特殊到一

般总结出4个问题的共同特征，于是抽象概括出函数的概念。

本节课以学生为主体，倡导学生主动参探究问题。使学生在

感受概念的形成过程中提高数学抽象素养。

5  教学过程设计

5.1情境导入

思考探究1：播放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嫦娥五号探测器的

视频，并思考以下问题（1）火箭发射的过程中存在哪些变量？

（2 ）这些变量之间有没有关系？

预设：学生发现火箭发射的过程中存在着加速度、时间、

燃料消耗质量等变量，一一对应的关系。

追问：这与我们初中阶段学习过的哪个知识有着密切的关

系？

预设：学生们通过观察讨论发现与我们初中阶段学习的函数

的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学生回顾变量角度的函数的定义。

思考探究 2 ：（1 ）正方形的周长 l 与边长 x 的对应关系

xl 4= 与正比例函数 xy 4= 相同吗？为什么？（2） xy =

与
x
x

y
2

= 相同吗？为什么？

预设1：两个问题都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解析式都一样。

预设2：都不相同，不知道为什么。

预设3：不确定相不相同。

[创设意图]通过思考探究1利用多媒体播放嫦娥五号发射的

视频，使学生感受祖国的强大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激发学习

数学的兴趣，从生活中的现实情境抽象出数学问题,提高学生的数

学抽象素养。并且回忆起初中学习的变量角度的函数的定义。通

过思考探究2同学们发现利用初中所学习的知识不能解决所提出

的问题，于是形成认知冲突，为从集合的角度进一步学习函数的

概念做铺垫。

5.2问题探究，形成概念



    141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参考教材中的问题1

思考1：问题1中有哪些变量？S是t的函数吗？为什么？

预设：路程S和时间t。S是t的函数，因为对于每一个t，都

有唯一确定的S 与之对应。

思考2：有人说“根据题目中的对应关系S=350t，这趟高

速列车加速到350km/h后，运行1小时就前进了350km”.你认为

这个说法正确吗？为什么？

预设：不正确，因为题目中说的是列车运行半小时的情况，半

小时后的情况我们不能确定。

思考3：你能用集合语言写出时间t 与路程S 的变化范围，

并分别用集合A
1
和集合B

1
表示吗？集合A

1
和集合B

1
中的元素存在

怎样的关系？

预设： { } { }1750,5.00 11 ££=££= SBtA ，S= 3 5 0 t。

教师引导学生发现对于集合A
1
中的任一时刻t，按照对应关

系，在集合B
1
中都有唯一可以确定的路程S 与之对应。

[创设意图]：通过一个实例问题抽象出数学问题，利用3个

思考题使学生在思考探究的过程中意识到函数是有研究范围的，

函数中变量的变化范围可以用集合的形式来表示，并且理解集合

之间的对应关系，揭示函数的本质。

参考教材中的问题2

预设：w=350d，w 是 d 的函数。

教师引导学生类比问题1，用集合A
2
和集合B

2
来表示工作天

数d 和工资w 的变化范围，并写出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

预设：

{ } { }2100,1750,1400,1050,700,3506,5,4,3,2,1 2

350

2 =®=
=

BA
dw

对应关系

思考：问题1与问题2的对应关系相同，那么他们代表的是

同一个函数吗？为什么？

预设：不是同一个函数，因为集合的取值范围不同。

[创设意图]通过问题1和问题2的探究过程，学生可以发现

两个函数虽然对应关系相同但变量的取值范围不同，不能看做同

一个函数。进一步揭示函数的本质。

类比问题1和问题2的研究过程，小组合作共同探究问题3和

问题4。探究过程中教师给予有问题的小组适当引导。

小组展示讨论结果

预设： { } { }1500240 33 <<=®££= IBtA
图像

对应关系
，

问题3中因为对于集合A
3
中的任一时刻t，按照相应的对应关系，在

集合B
3
中都有唯一确定的空气质量指数值I与之对应，所以I是t的

函数。

{

} { }10,2016,2015,2014,2014

,2012,1011,2010,2009,2008,2007,2006

4

4

£<=®

=

rB

A
表格

对应关系

因

为对于集合A
4
中的任一年份y，按照对应关系，在集合B

4
中都

有唯一确定的恩格尔系数r与之对应，所以问题4中r是y的函数。

思考1：通过这4个实际的问题情景我们发现对应关系除了

用解析式来表示，还可以利用哪些形式？

预设：图象、表格等。

思考2：你能试着总结一下这4个实例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

后的共同特征吗？

预设：通过比较分析，概括出3条共同特征。

   学生通过教师的引导概述出函数的概念，教师根据学生

的概述给予适当的补充。师生共同分析出函数的三要素，并明

确对应关系符号f 的由来。

[创设意图]类比于问题1和问题2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合

作探究。可以借此培养学生类比推理和自主探究的能力，使学

生逐步掌握探究概念形成的过程和一般方法。并且发现函数的对

应关系的表示形式除解析式外，还可以是其他的形式。同时通

过四个具体实例总结出它们的共同特征的分析过程也培养了学生

由特殊到一般的数学思想以及数学抽象素养，体会集合语言和对

应关系在刻画函数概念中的作用[2]。

5.3例题讲解

[例题]试着构建一个问题情景，使其中的变量关系可以用解

析式 ( )xxy -= 10 描述。

[创设意图]通过例题分析，使学生再次感受现实生活和数学

的紧密联系，并且检测学生对于本节课的学习效果，判断学生

们是否真正认识到了函数的本质。并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数学抽

象素养。

5.4课堂小结

师生共同总结或者由学生总结本节课所学到的数学知识以及

应用到的数学思想方法，教师予以补充。

5.4.1 数学知识：函数的定义、函数的三要素、用集合语

言和对应关系来刻画函数以及探究概念形成过程的一般方法。

5.4.2 数学思想方法：类比推理、由特殊到一般。

[创设意图]在教师引导学生对本节课进行总结的过程中，学

生不仅能够巩固本节课的重点，同时还可以逐渐掌握研究数学问

题的一般方法，培养学生思考与反思的习惯。

6  结束语

本节课贯彻新课标的教学思想，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

为主导的原则，结合教材内容使学生经历完整的知识的发生、

发展、结论的全过程，掌握研究概念形成过程的一般方法，在

渗透类比推理和由特殊到一般数学思想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数学

抽象能力，培养了数学抽象的核心素养，使得学生感受到了数

学的魅力和学习数学的乐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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