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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学课堂是发展学生数学思维的重要途径。培养学生数学思维，需要教师长期地、有计划地进行，因此，

数学课堂的教学需要有目的地进行设计。以“一次函数与方程、不等式”为例，基于发展学生数学思维，

将数形结合思想贯穿整个课堂教学过程，借助转化与化归，从特殊到一般的数学思想方法，通过一次函

数将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一次不等式有机整合，凸显函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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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thematics classroo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develop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To de-
velop students’ mathematical thinking, teachers need to plan for a long time; therefore,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s classroom needs to be designed purposefully. In this study, we take “primary func-
tions, equations and inequalities”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athe-
matical thinking, we integrate the ideas of number and shape throughout the whole classroom 
teaching process, with the help of transform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from special to general ma-
thematical thinking methods, and integrate primary equations and inequalities through primary 
functions, highlighting the idea of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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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维培养是当代教育重点关注的问题，发展学生的思维主要通过学科教学来实现[1]。《义务教育数

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指出，数学思维主要表现在运算能力、推理意识或推理能力。通过独立的数学

思维建设过程，学生能够理解数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并能够合乎情理地分析、解决数学问题和实际

问题[2]。因此，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应立足于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3]，为学生终生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做了关于在课堂教学中落实数学思维的研究。有的以几何领域为例，通过建构不

同层次的数学模型，层层深入，旨在开拓学生的数学思维[4]；有的具体分析三角形的内容，挖掘其蕴藏

的数学思维方式并以“问题串”为主线设计教学过程，以达到数学育人的目的[5]；结合工作经历，详细

分析数学课堂中存在的思维教学问题，并提出相关教学策略[6]等。总之，数学作为思维的科学，大部分

教师都赞同发展学生数学思维的必要性，但在实际教学中对思维的培养很难落到实处[7]。 
然而，学生的数学思维需要教师长期地、有意识地培养，“有意识”表明“教学需要设计”[8]。本

文基于发展学生数学思维，旨在培养提高初中生运算能力、推理能力和推理能力，渗透数学思想方法，

发挥数学课堂的育人价值，对“一次函数与方程、不等式”进行教学设计。 

2. 基于学生思维培养的教材、学情与目标分析 

2.1. 教材分析 

《一次函数与方程、不等式》选自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八年级下册第十九

章第二节的内容。 
本节是以一元一次方程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等“一元一次”为前提，从变化和对应的角度，探究一次

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一次不等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该节内容不是对所学知识进行简单地复习回顾，

而是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即用函数的观点加深对方程、不等式的认识，构建和发展相互联系的知识体

系。通过这节课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函数的重要性，对发展学生数形结合的思想和数学思维能力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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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同时也为二次函数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2.2. 学情分析 

在本节课教学内容之前，学生已掌握一元一次方程和一元一次不等式的代数解法以及一次函数的解

析式、一次函数的图象等相关知识。但如何将孤立的方程、不等式运用数形结合的思想来探究方程、不

等式与函数图象之间的关系，这对八年级学生来说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在本节课的教学中，让学生

反复实践，引导学生观察、思考、探究、讨论，然后启发学生归纳得出结论，以促进学生数形结合思想

养成，并达到初步构建函数思想的目的。 

2.3. 教学目标分析 

1) 认识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一次不等式之间的联系，会用函数观点解释求方程的解和不

等式取值范围的过程。 
2) 经历自主探究、合作交流、观察比较等过程，初步形成用全面的观点处理局部问题，能用一次函

数的观点把以前学习的方程和不等式进行整合。 
3) 学会用联系的眼光看待数学问题，进一步体会数形结合思想，培养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发展数

学思维。 

3. 基于学生思维培养的教学过程设计 

3.1. 创设情境，引入新知 

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出发，创设问题情境：观察一次函数 y = ax + b (a ≠ 0)、一元一次方程 ax + b = 0 (a 
≠ 0)、一元一次不等式 ax + b > 0 (a ≠ 0)，这三个式子中都含有 ax + b 这个一次多项式。那么，从数学的

角度看，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一次不等式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什么联系呢？ 
设计意图 设置悬念，激发学生学习新知的兴趣。新知中的三个主体对于学生来说并不陌生，为了让

学生快速明白所学内容并不是简单的复习课，需要将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到三者的“关系”上。通过 PPT
展示一次函数、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表达式，让学生得到直观感受，获取表达式中的表层

共性。学生产生一种模糊的“存在某种联系”，但有不能明确说出具体的关系，由此生发探究的欲望。 

3.2. 自主学习，探究新知 

3.2.1. 自主探究一 
探究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之间的关系。 
问题 1 观察 2x + 1 = 3、2x + 1 = 0、2x + 1 = −1 三个方程的特点。 
问题 2 这三个方程与一次函数 y = 2x + 1 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设计意图 通过问题引领学生探究具体的一元一次方程与其相对应的一次函数之间的联系。问题 1 为

问题 2 的探究做铺垫，先让学生感受方程的特点，即等号的左边均为 2x + 1，进而与对应的一次函数之

间建立联系。引导学生从“数”的角度分析解这三个方程相当于在一次函数 y = 2x + 1 的函数值分别为 3、
0、−1 时，求自变量 x 的值。 

采用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式的问题，符合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有利于激活学生的数学思维。 
问题 3 同学们已经学习了一次函数图象的画法，不妨画出 y = 2x + 1 的函数图象，并根据图象信息

填空。 
填空 2 × ( ) + 1 = 3 
2 × ( ) + 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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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 1 = −1 
设计意图 建立与旧知之间的联系。学生在复习旧知的同时，感受到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前一阶段

的学习总是能够为后一阶段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数学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每一步都要脚踏实地。 
学生根据画出的一次函数图象，观察函数图象。以“数”的角度为基础分析方程的解，进一步建立

一次函数表达的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分析问题，得出“填空”中的“空”对应的就是图象上的

横坐标的值。虽然是简单的填空题，但是，依然需要学生头脑中建构出解题思路(如图 1)，清晰的思路有

助于开发学生的数学思维。 
 

 
Figure 1. Problem solving ideas  
图 1. 解题思路 

 
问题 4 观察横坐标的值与对应方程解之间的关系。 
设计意图 横坐标的值与对应方程解的大小相等(如图 2)。由此得出从“形”的角度进行分析，一元

一次方程的解相当于相应的一次函数图象上取特定纵坐标时，对应的横坐标的值。通过层层分析，引导

学生自主探究，分别从“数”和“形”的角度解释一元一次方程的解，让学生初步体验数形结合思想方

法。 
 

 
Figure 2. From a “form” perspective 
图 2. 从“形”的角度 

3.2.2. 自主探究二 
探究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不等式之间的关系。 
问题 1 生活中除了相等关系，还有更为常见的不等关系。如果将一元一次方程中的等号变为不等号

也就成了一元一次不等式 2x + 1 > 3、2x + 1 < 0、2x + 1 < −1。类比探究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之间的

关系，试从函数的角度对一元一次不等式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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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 在经历了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的探究之后，直接将一元一次方程中的等号变为不等号，

从而得到一元一次不等式。方程与不等式之间在形式上出现的不同符号，会导致与一次函数之间存在怎

样的不同关系？引发学生又一深思。在此基础上恰到好处的提出问题，鼓励学生通过类比的方法继续探

究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不等式之间的联系。 
通过类比学习，学生思维得到横向扩充。从“数”与“形”的角度分析一元一次不等式。学生从“数”

的角度分析得知，一元一次不等式 2x + 1 > 3、2x + 1 < 0、2x + 1 < −1 的取值范围，分别对应一次函数 y = 
2x + 1 的函数值大于 3、小于 0、小于−1时，自变量 x 的取值范围。但从“形”的角度分析时会遇到些许

不同，这时，可以继续下一个问题。 
问题 2 从“形”的角度怎样具体分析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取值范围？ 
问题 3 先分析 2x + 1 > 3，已经知道纵坐标为 3 时，横坐标为 1，那么 y > 3 时对应图象的哪一部分

呢？ 
设计意图 根据一次函数图象分析所对应的一元一次不等式是本节课教学的重点内容。但学生不能快

速地从函数图象上解释相应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取值范围，遇到思维阻碍，此时通过有指引性的问题进行

及时进行指导，有利于学生突破思维障碍，继续发展提升。 

3.3. 合作交流，比较归纳 

问题 1 从特殊到一般，所有的一元一次方程都可以转化为 ax + b = 0 (a ≠ 0)的形式，所有的一元一次

不等式都可以转化为 ax + b > 0、ax + b < 0 (a ≠ 0)形式，它们都对于与一次函数 y = ax + b (a ≠ 0)。那么，

现在回到课首的问题，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一次不等式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问题 2 从函数图象上进行分析，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一次不等式在图象中的对应关系？ 
设计意图 收尾呼应，小结归纳，将逐个分析的一元一次方程与一次函数、一元一次不等式与一次函

数进行整体分析，融合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一次不等式之间的关系，回到课程初衷。 
由特殊到一般是数学中常见的一种思想方法，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归纳推理，从具体推广到一般，得

出普适性的结论。 
问题 2 是对整个课堂教学内容的升华，通过观察图形，将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一次不等式反应在函

数图象上，一元一次方程对应函数图形上的某一个点，一元一次不等式对应函数图象上的某个部分。思

维由之前分散在各处，经此进行了聚集，学生产生顿悟，明白课程的价值所在。 

3.4. 习题分析，巩固新知 

练习 直线 y = kx + b (k、b 为常数)交坐标轴于 A (3, 0)、B (0, 6)两点。 
1) 求一元一次方程 kx + b = 6 的解。 
2) 求一元一次不等式 kx + b > 0 的取值范围。 
设计意图 第 1)问巩固一元一次方程与一次函数之间的联系、第 2)问检验学生对于一元一次不等式与

一次函数的掌握情况。将两个小问题设置在一个大题中，有效地将一次函数与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一次

不等式进行融合，感受一次函数将方程、不等式进行统一。 
学生的思维在经历上一个归纳、比较的环节后，急需一个实践的机会，将归纳得到的结论运用于实

践之中，弥补思维缺口。问题的设置没有给出具体的 k 和 b 的值，有部分同学会根据 A、B 两点的坐标

计算得出 k、b 的具体值，然后再解出 1)、2)两问。这样的做法，虽然能得出最后答案，但并没有领会到

一次函数与方程、不等式之间的深入联系，数学思维仍停留在表层，教师应该及时给予帮助解答。画出

一次函数的草图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题办法(如图 3)。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2490


谭禄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12490 3157 创新教育研究 
 

 
Figure 3. Sketch of the straight line y = kx + b  
图 3. 直线 y = kx + b 草图 

3.5. 总结归纳，反思提升 

问题 同学们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有哪些收获？ 
设计意图 回顾本节课所学内容，让学生用数学的语言表达出来，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此环节

明确引出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提出的“数缺形时少直观，形缺数时少细微”，即“数形结合思想”，

感受我国数学文化的魅力。同时点明，一次函数通过转化与化归，从特殊到一般，以及数形结合思想将

一元一次方程、一元一次不等式进行整合，这体现了一种函数思想。通过课堂反思、总结，将函数思想

传递给学生，为今后的学习做准备。 

4. 教学启示 

数学课堂是传递数学思维的课堂，数学的学习亦是数学思维的学习。数学课堂教学中，除了基础知

识，还要传递给学生用数学的头脑思考问题，用数学的思维解决问题。 
虽然学生已在七年级学习了一元一次方程和一元一次不等式，但此次学习并非复习巩固这部分知识，

而是从函数的角度解释一元一次方程的解以及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取值范围。学生在面对既熟悉又陌生的

知识时，在设计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把握好学生已有的知识体系，将陌生的内容有效地融入到熟悉

的知识。在新旧知识的联结过程中，充分运用数形结合、转化与化归、从特殊到一般的数学思想方法，

启发、提升学生的数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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