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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当今新课程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中数学学科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函数

又是高中数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数学学科中占比很大的一个部分，同时函数的学习并不简单。在高中的

学习中往往是重难点。本文以函数教学为基础，深入探究更好的数学教学方式、改变学生思维定势、将

函数问题融入到生活中、引导学生学会归纳总结、让学生加深对函数的理解等几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从

而帮助教师分析、调整、优化自己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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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oday’s new curriculum education reform,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
ing methods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also face new challenges. Function is an important con-
tent of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is also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mathematics subject, at the same 
time, the learning of function is not simple. In high school learning is often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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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function teaching, this paper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on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better mathematics teaching methods, changing students’ thinking set, integrating function prob-
lems into life, guiding students to learn to summarize, allowing students to deepen their under-
standing of function, so as to help teachers analyze, adjust and optimize their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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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数学教学的研究一直都是大众比较关注的，长期以来我国广大教育者都有在不断地对其进行探

索和创新。尤其是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函数问题，这一向都是学生学习的难点，但是却又是重点，我国的

优秀教育者对于这方面该如何教学也在不断地进行研究。函数所包含的内容多，且比较抽象，对于学生

来说不容易理解，经常会出现课堂上可以听懂，但是实际操作做题时，又会面临很大难度的问题。 

2. 关于高中函数 

函数是十分重要的，放在高中学习的函数内容往往是比较难的，对于很多高中生而言，函数思维及

函数解题方式往往是比较复杂且难以学会的。从分布上来看函数在高中的数学中占比大，是整个高中的

基础，且与其他版块的连接非常的紧密。一般情况下，从高考题来看，函数其中直接考察的占比就有三

十分，而间接或者是相关的考题都占比到一百分，所以说函数在整个高中数学中的地位是不可估量的。 
数学对于很多的学生来说都是薄弱项，这足以说明数学的学习是需要花时间和经历的。学习数学并

学好数学不只是学生本身能力的问题，更有教师在教学方法使用上的功力。每个学过高中数学的人都知

道，函数是高中数学必考的内容。而函数无论是从概念上还是函数关系以及函数问题的解法上都是比较

抽象且复杂的。从教学的实践上来看，学生往往对于函数的理解并不透彻，对于函数的相关联系和解题

的有关思路和方法存在欠缺。从初中数学过度到高中数学，其实其中的内容和难度是程指数上升的，这

也就是为什么只有小部分的同学在高中数学上去取得好成绩。而要将初中时期的函数思维和数学学习的

习惯进行提升以适应高中的学习，就需要学生和教师共同的努力。首先教师对于高中的学习要向学生进

行方法的传授，帮助他们去转变学习的思维。另外教师也要在教授函数时创新教学方法，让学生更好的

理解函数并处理函数问题[1]。 
函数的学习虽然是很复杂的，但是也有方法可循。教师在教学的过程要结合学生的学习情况设计适

合学生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找到合适的函数学习方法。通常而言，函数的学习有两大基本的方法。其

中一种是按照书本的设计顺序，循序渐进对函数的知识进行学习。而书本上往往是从映射开始，再慢慢

进行函数的学习。而另外一种学习方式可能更加贴合学生的学习习惯，也就是与初中的函数知识相衔接。

从初中已经学过的函数出发进行分析和拓展深化，以此来进行高中函数新知识的学习。这样的方法与前

面的相反，是通过分析总结已经学过的特殊函数形式来进行函数规律的总结。其次，在教学的方法上，

教师也要善于利用教学教具，比如利用新兴科技更清晰的呈现函数特征，同时也能够以此增强课堂的趣

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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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前函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受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致使多数教师的教学方式相对落后。部分教师还并未转变自己的思维，在

教学中依旧保持以往对课本内容一味地讲解，学生只是坐在下面听讲，让学生一味地做题的方式。走进

高中的数学课堂，我们其实并不难发现，课堂中只有教师一个人讲解的声音。这样的情况下，学生被动

的接受函数知识，在教师讲课的时候，大多数学生也只是当场听懂了、明白了，但是到自己真正的做题

的时候就又陷入了困难[2]。 
这样的教学方式导致很多学生对于学习函数没有兴趣，从而失去学习信心。甚至是有的高中生一提

到函数就觉得非常的头疼，会认为学习复杂的函数知识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这是因为或多或少受到“应

试教育”的影响。很多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如何做题作为教学目的，并没有真正的提高学生

对于学习函数的兴趣，也没有让学生感受到函数的魅力，学生也没有感受到函数和平时生活的联系。这

就导致学生更加不喜欢学习函数，更难以利于学生良好思维的培养[3]。 

4. 高中数学函数教学要点 

4.1.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感受到数学的魅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有一个良好的学习体验。传统的教学模式单一，主要为教师讲解，学

生听讲，教师多数作为主体，这样的方式很难让学生有体验感。新课改中要求注重学生的体验感，所谓

体验感就是让学生切身的参与到教学中去，特别要求强调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让学生对数学的认

知不只是停留在做题的阶段，而是能够从数学的本质出发，在数学活动中让学生切身的感受到数学的魅

力。在学生已经建立的数学基础以及生活中的数学学习经验上去进行新知识的教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这一点就非常考验教师如何在教学中激发学生对于函数的兴趣。 
教师应将函数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学生灵活有效地掌握函数知识。以往的教学总是以课本为

主，让学生只是拘泥于课本中，死记硬背那些枯燥公式和知识点，这样会让学生觉得课本和实际生活是

脱节的。新课改要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引导学生能够密切的关注生活，让知识不再只是课本上的存在，

而是真真切切的存在于生活的情境之中。让学生通过对函数知识的学习，了解函数的性质，从而更好的

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例如教师在给学生们教授函数知识的时，可以改变教学方式，不仅要讲解函数的

知识点，还要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可以提问学生，让学生列举出生活中的函数问题，或者是讲

出生活中和函数相关的实例，以此来学习函数，将函数与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还可以给学生适当的讨论

时间，经过学生们热烈的一番讨论后，不但可以让学生将抽象的函数问题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

也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函数并不是那么的深奥，原来函数问题并不只是存在于课本上的，而是真真切切源

于生活。这样就不会让学生觉得函数太过于抽象难懂。 
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应该被用在数学的教学过程中，融入到数学教学理念中去。在高中数学的学习

中，由于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不同以及基础不同，同时理解和掌握知识的能力也有所差异，所以因材施

教显得格外重要。如果对所有的学生都使用同一种教学方式，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并不会很理想。另外，

教师也要尊重学生的差异性，不同学生给予不同的期许制定不同的目标。让学生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找

到信心和学习的动力。 

4.2. 改变学生思维定势，学会独立思考 

数学思维是解决数学问题的根本思想和手段，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培养思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

非常重要的，人对事物的认知也是建立在思维的基础上，思维能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基，思维具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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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和新颖性，而高中数学中的函数对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非常有效果的。函数在学生数学学习中

占比也是非常重的。良好的思维能够让学生在解决数学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的时候，也能够从容的应对，

并且能够不落入俗套，寻求创新。函数教学首要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合理正确的思维方式，这种正确的

思维方式能够简化并加快思维的进程，快速有效的汲取课本中的知识。不过思维定势也是有弊端的，所

以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这个度，思维定式容易让人变的呆板，之后也很难改进，这

就需要教师的教导。在教学中既要注重思维定势的优点，加以培养，又要将加强反定势教学，让学生不

要故步自封[4]。 
比如让学生在做题的时候能够掌握一种快速的解题思路，但是又不会故步自封，还能够有其他的解

题思路，这样不至于将自己困到一种解题思路中。 

4.3. 将函数问题融入到生活中去 

要重视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中学习函数和理解函数。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处处都有数学的

运用，小到日常中的简单计算，大到航天技术的突飞猛进，都离不开数学的发展。在新课标中，数学的

教学目标也更加倾向于让学生把学过的知识能够运用到生活中去，真正的让学生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的

运用价值。把函数知识放到生活中去，在这个过程中去体会数学的思维，培养数学观念。 
知识的运用需要教师的悉心指导和引领。教师在课堂上可以通过一些生活中存在的典型的数学方法

和思维进行相关的研究，以这个案例与学生一起分析。由此学生就能真正的体会到数学知识与生活实际

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感受到数学的丰富性和数学的魅力。当然，在函数的学习过程中一定会遇到自己暂

时无法解决的难题。这是每个学生在学习过程在都会遇到的情况，也只有遇到困难才能磨练学生解决问

题的能力和坚持不懈的意志力。 
比如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鱼群养殖问题，为了保证鱼群的生长空间，实际养殖量不能达到最大养殖

量，必须留有适当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将此类问题与二次函数联系起来，再比如当前国家经济发展的

迅速，其增长速度可以用指数函数模型拟合。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函数问题。 
函数其实只是数学学习的一部分，要努力解除函数的神秘色彩以及高深莫测的固有印象。函数并非

是深不可测的高尖理论，而是描述生活与学科规律的一种数学模型。我们在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

各个学科和日常生活中也都要用到函数。函数中变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依赖关系。变量与变量之间依赖

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在一个变量取某一定值时，依赖于这个变量的另一个变量只有唯一确定的值，反映

变量与变量之间这种依赖关系是函数的基本属性。也可以这样说：函数是描述自然规律的数学模型，我

们可以用学生熟悉的实例把抽象的函数概念具体化，使学生对函数概念的实质有一个感性的认识，然后

用对应的语言来讲述函数的定义，使学生形成对函数概念的理性认知。事实上函数的概念在学生脑海中

的形成不是一两节课的教学所能完成的，在函数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关注函数概念，使学生步步

加深对函数概念的理解。 

4.4. 让学生加深对函数的理解 

函数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灵活性，函数不是一个具体的方程式，而是无数不同的具体情况下的具体函

数的综合。函数的灵活性和抽象性演变出来函数的复杂性。这种抽象和复杂性并存的知识往往对从初中

学习体系中过度而来的高中学生来说是一种考验。也是在学习高中数学时的第一个难关，要对复杂的抽

象的问题进行思考和解决。其次，函数的表达式总共有三种，这更加深了函数的复杂程度。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不仅要掌握三种不同的表达式，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函数的内涵。其内涵就在于其中的对应

关系。只有掌握好对应关系才能够真正对函数问题进行正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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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学实践和教学研究可以看出，函数学习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在初中时期的学习习惯和思维习惯

并没有随着进入高中而提升。大多数仍然停留在知识点的死记硬背上。所以，对于灵活性较强的函数来

说，要求学生能够看到变量和函数其中的变化过程。其实与生活实际相关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存在变量的，

也就是说能够考虑到变量的存在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例如在学习三角函数时，初中只是在直角三角形

中研究边与角的关系，而高中推广到了任意三角形中。因此，就需要学生必须对于直角三角形做出深刻

理解，并且通过建立辅助线把关系推广到任意一个三角形中。弄清角与角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各个角进

行正弦与余弦的互化，从而得到答案[5]。 
并且数学是一门应用很广的学科，可以说它是渗透到各个领域的，也是锻炼人的逻辑思维能力的重

要工具。函数虽然相对复杂多变，但是抓住函数解题方法和思维方式后，无论多么困难的函数问题都能

够被解决。而这个过程并不轻松，需要教师不断的对学生进行相关方法的讲解。同时要能够让学生活学

活用知识点，让学生真正的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 
成功的教学过程是能经得起结果的考验的。将枯燥无味的知识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教授给学生，并激

发学生对于知识的渴求和学科的兴趣，这是一种成功。而教授知识的同时，学生也在学习过程中发展了

好的习惯并习得了新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成功。教育的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数学虽然注重结果，

但是没有过程中对于学生的培养，又怎么会有更好的成长和发展。教学过程的优化需要教师不断进行经

验的累积的总结创新，不断进步。 

5.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现在对教育教学要求不断提高，广大教育者也在不断地对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创新。

虽然在实践的道路中还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这对于广大教育者来说不仅是机遇也是挑战，这也对教师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也要加强自身的综合素质，对现有的教学方式进行创新和改革，为了学生的学习

发展，积极地调整教学计划和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中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教育，从而让学生能够在学习数

学时更加的有兴趣，在快乐的学习中培养良好的数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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