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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奇偶性的教学设计与评析 
◆阮艳灵 

（厦门信息学校  福建厦门  361000） 

 
摘要：本文以学生的建筑专业背景切入实例，引导学生借助几何画板、

微课、信息化教学平台等寄托，实现个性化辅导，逐步探究函数奇偶性

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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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内容分析 
本节课是函数的一个重要性质，既是函数概念的拓展和延

伸，又是研究指对数函数的性质、三角函数的性质等后续知识点
的基础。函数的奇偶性在图像上表现为图像的对称性，因此，本
节课既可以继续培养学生数形结合的思想，又是数学美的集中体
现。我采用的教法以几何画板、微课、信息化教学平台等软件为
依托，创设“做中教、做中学”的教学环境，帮助学生课内外自
主学习，实现了个性化辅导。 

二、学生学情诊断 
我的教学对象是建筑专业的中职学生，在初中已经学习了轴

对称和中心对称图形，积累了研究函数的基本方法。但是抽象思
维能力较弱，在函数奇偶性概念的形成过程中，特别是由图形语
言到数学符号语言的转化过程中还存在一定困难。从心理上来
说，他们期待贴近生活、贴近专业有趣的数学。本节课以分组体
验学习组织课堂教学,善于组织的为组长；善于文字的为记录员；
善于动手的为操作员；善于表达的为汇报员，让每一名学生都充
分的参与到课堂活动中。 

三、教学过程设计 
环节一：前置学习。教师设计微课脚本，制作《认识函数奇

偶性》的微课，并上传到教学平台。学生利用课前的碎片时间观
看微课，易懂的内容加速看，不懂的内容反复看。本环节中微课
制作引入有趣、知识明确、时间精简并预留任务，很好的完成了
课前的知识呈现，也为课堂的知识内化做好了铺垫。 

微课中预留三个任务，布置学生分组收集生活中、专业中具
有对称性的图片和实训砌墙的数据，完成后上传到教学平台。 

环节二：情境创设。课堂上先检阅学生微课任务的完成情况：
观看第一、第二组收集的图片，从建筑的对称美到函数图像的对
称美，逐步回顾初中的轴对称和中心对称知识。接着观看第三组
学生的砌墙实验过程和小动画，得到砌墙的函数模型 。以该函
数图像为基础，布置学生按照 y 轴对称和原点对称两种情况，动
手补充画出相应的函数图像。这也就是本节课所要探究的模型：
奇函数和偶函数。 

本环节从学生课前任务引入课题，预留任务紧密结合建筑专
业，形象生动的实例帮助学生对函数奇偶性产生感性认识，体现
大纲中数学与专业结合的思想。 

环节三建构概念。我把学生分为三组，分别探究奇函数、偶
函数、非奇非偶函数的概念。在概念的形成中，如何由图形语言
转化为数学的符号语言是本课的难点。为此我设计了学习任务单
和几何画板探究平台，把概念的探究以问题链的形式展开，由浅

入深引导学生完成探究活动。 
第一组学生借助几何画板软件绘制刚才的图像，探究偶函数

的概念.问题 1 引导学生观察图像的对称性，从而对偶函数的图
像关于 y 轴对称建立感性认识。问题 2 引导学生在图像上任意取
五个点，借助几何画板的【绘制坐标】功能观察这些点与对称点
之间的坐标关系，学生从而发现这些点的坐标都满足 f(-x)=f(x)。
问题 3 引导学生随意拖动图像上的动点 H,容易发现，无论动点 H
如何移动，横坐标 x 如何变化，都有 f(-x)=f(x)成立。问题 4 引导
学生观察所绘制的函数定义域的特点。整个探究过程通过层层递
进的问题引领，学生动手操作几何画板，直观体验偶函数概念的
形成，很好的克服了由形到数的认知障碍，有效突破本节课的重
难点。 

最终，学生通过上台展示小组探究成果，利用知识的类比和
迁移得出奇函数、偶函数、非奇非偶函数的概念。本环节教师由
传统的“演员”转为“导演”，引导学生动手操作、小组讨论、
成果展示、总结评价，真正实现了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的数学课堂！ 

环节四：概念应用。首先通过两个小游戏：慧眼识图和火眼
金睛，考察学生从“形”的角度判断函数的奇偶性。接着，两道
练习考察学生如何从“数”的角度严格证明函数的奇偶性。教师
提前录制讲解例题的微课，课堂中进行播放，引导学生根据微课
总结出判断奇偶函数的步骤。 

环节五：课堂延伸。为了让不同的学生得到相应的发展。要
求学困生课后再次观看微课，重温重点概念和例题讲解。对于学
优生，则布置适当的拓展练习，充分体现分层教学的理念。 

四、教学反思 
本节课改变了传统教学“我听，我忘记”的局限，达到了“我

做，我学到”的教学目的。 
1、融合专业。通过结合建筑美学、建筑实训课的砌墙活动

创设情境，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信息技术拓展师生的互动方式，有效延伸了学习时间和

空间。几何画板提供的动态画图的功能很好地变静为动，化抽象
为形象，有效突破了中职生的认知障碍。把重点知识、典型例题
等制作成微课，贯穿于课前、课中和课后作为教学的一种有效补
充形式，有利于中职学生的个性化辅导。这些都是传统教学所无
法实现的， 

3、改变教与学的方式，通过小组合作探究并展示成果，提
高中职生的课堂参与度，充分实现“做中教、做中学”的教学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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