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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first class hour of “Maximum (Minimum) Value 
and Derivative of Function” in detail. During this process, under the guidance of heuristic teaching 
principles, students are naturally introduced to enter the learning of new knowledge by means of 
question-and-answer, which motivates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enables them to actively par-
ticipate in the lesson. Some pieces of inspiration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teaching of this lesson: 
the importance of natural guidance in teaching new mathematic lessons; the significance of stu-
dents-orient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the mathematics teaching concept that practice is much 
better than just viewing; the necessity of knowledge summary.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shortcomings and expectations of this 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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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详细记述了“函数的最大(小)值与导数”第一课时的教学过程，以启发式的教学原则为指导，通过

问答的方式自然引导学生进入新知识的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课堂中来。

从本节课的教学中得到几点启发：数学新授课中自然导入的重要性；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至关重

要；百看不如一练的数学教学观；知识总结的必要性。最后分析总结了本节课的不足及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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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1. 授课对象 

学生来自高二理科平行班，基础一般，思维较敏捷，解题能力参差不齐。 

1.2. 教材分析 

“函数的最大(小)值与导数”是《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数学(选修 2-2)》第一章“导数及

其应用”中的内容。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为了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常常遇到如何能使用料最省、产量

最高、效益最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常常可转化为求一个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问题，而导数是求

函数最大(小)值的有力工具。本节课是在学生已经学习了单调性与导数、极值与导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

研究最值与导数的关系，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使学生的知识层层递增，环环相扣，进而深化了对

数学本质的理解和知识的同化。 
教学目标：1) 借助函数图象，直观地理解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概念；2) 弄清函数最大值、最小

值与极大值、极小值的区别与联系，理解和熟悉函数 f(x)必有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充分条件；3) 掌握求在

闭区间[a,b]上连续函数 f(x)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思想方法和步骤。 
教学重、难点：利用导数研究函数最大值、最小值的问题。 
教学方法：发现式、启发式。 
教学基本环节：复习回顾→情境导入、展示目标→合作探究、精讲点拨→当堂检测、反思总结。 

2. 教学过程 

2.1. 复习函数单调性与导数、极值与导数 

问题 1：我们前面学习了单调性与导数，极值与导数，下面同学们回想一下函数极值的定义是什么？

(投影显示极值定义的表格) 
 

x 左侧 x0 右侧 左侧 x0 右侧 

f(x) _ 0 + + 0 _ 

f ’(x) ↘ 极小值 ↗ ↗ 极大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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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异口同声的回答出来。 
问题 2：求极值的步骤有哪些？ 
生：回答后投影显示出来极值的步骤。 
极值的步骤：1) 求 ( )f x′ ；2) 令 ( ) 0f x′ = ，求根；3) 列表；4) 求极值。 

练习：求函数 ( ) 31 4 4
3

f x x x= − + 的极值。 

解： ( ) 2 4f x x′ = − ，令 ( ) 0f x′ = ，解得 2x = ± ， 
当 ( ) 0f x′ > ，则 2x > 或 2x < − ； 
当 ( ) 0f x′ < ，则 2 2x− < < ， 

 
x ( ), 2−∞ −  −2 ( )2,2−  2 ( )2,+∞  

( )f x  + 0 - 0 + 

( )f x′  ↗ 极大值 ↘ 极小值 ↗ 

 

所以 ( )f x 的极大值为 ( ) 282
3

f − = ，极小值为 ( ) 42
3

f = − 。 

师：同学们能不能画出这个函数的大致图象呢？ 
于是学生开始画图象，半分钟后，纷纷展示自己的成果，最后老师投影展示图象，和同学们画的基

本一致。 
 

 
 

师：这个函数有没有最大值和最小值呢？ 

生：没有最大值也没有最小值。 

师：为什么呢？ 

生：因为函数图象向两边无限延展。 

师：那什么是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呢？(学生说完，老师投影并说明) 

2.2. 新课的引入 

最大值：一般地，设函数 ( )y f x= 的定义域为 I，如果存在实数 M 满足：1) 对于任意的 x I∈ ，都

有 ( )f x M≤ ；2) 存在 0x I∈ ，使得 ( )0f x M= 。那么称 M 是函数 ( )y f x= 的最大值[1]。 
最小值：一般地，设函数 ( )y f x= 的定义域为 I，如果存在实数 m 满足：1) 对于任意的 x I∈ ，都

有 ( )f x m≥ ；2) 存在 0x I∈ ，使得 ( )0f x m= 。那么称 m 是函数 ( )y f x= 的最小值。 

下面同学们小组讨论函数 ( ) 31 4 4
3

f x x x= − + 分别在区间[−3,5]，[−3,3]，[−3,0]，[−1,1]，(−3,0)上是 

否有最大值和最小值，如果有，分别在哪点处取到？并把下面的表格填完整(五分钟小组讨论，小组中有

的同学计算，有的同学说明，有的同学记录；还有的小组分工，每人求一个区间上的最值。时间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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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叫一名同学代表来说明，同时老师在投影上显示函数在区间上的图象，并填写表格) 
 

 
 

师：通过以上讨论分析，同学们能得出什么结论？ 
一名学生：函数在闭区间内必有最大值和最小值，在开区间不一定有最大值和最小值。 
师：非常好，其他同学还有没有补充呢？ 
一名同学：从图像中看，函数图象是连续不断的。 
师：特别棒，那么把两位同学说的总结起来，就得到了函数最值存在的充分条件了。(投影显示(1)) 
1) 函数的最大(小)值的存在性：一般地，函数 y = f(x)在闭区间[a,b]上的图象是一条连续不断的曲线，

那么它必有最大值和最小值[2]。 
师：如何求函数在闭区间[a,b]上的最值呢？(可以从图中观察) 
一名学生：比较函数极值与端点值的大小。 
师：非常好，但是老师强调一点，这里的函数极值指的是所给区间内的极值。(投影显示) 
2) 求最值的方法：比较(所给区间内的)函数极值与端点值的大小，其中最大的是最大值，最小是的

最小值。 
师：为什么要强调函数图象在闭区间是一条连续不断的曲线呢？同学们请看大屏幕 

 

 
 

师：对于这个分段函数在闭区间[−1,1]上有没有最大值和最小值呢？ 
生：没有。 
师：所以说如果函数图象在闭区间内不是连续曲线，则它不一定有最值。 
师：对于函数在非闭区间上的最值问题我们要最好是数形结合，从图像中找是否有最值的问题。 
例 1：求函数 ( ) 3 3 1f x x x= − + 在闭区间[−3,0]上的最大值和最小值[3]。 
解： ( ) 23 3f x x′ = − ，令 ( ) 0f x′ = ，则 1x = ± ，在[−3,0]上， ( ) 0f x′ > 时， 3 1x− < < − ； ( ) 0f x′ < 时，

1 0x− < < ( )f x∴ 在[−3,−1]上递增，[−1,0]上递减，极大值为 ( )1 3f − = ，又 ( ) ( )3 17, 0 1f f− = − =∵ ， ( )f x
的最大值为 3，最小值为−17。 

练习 1：教材 31 页练习题(2)，(3)，(4)，(三名同学黑板演示，其他同学分小组做题。) 

练习 2：函数 ( ) πe sin , 0,
2

xf x x x  = ∈   
的值域是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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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3：函数
ln xy

x
= 的最大值为_________。 

例 2：已知函数 ( ) 3 26f x ax ax b= − + ， [ ]1,2x∈ − 的最大值为 3，最小值为−29，求 a，b 的值。 

解： ( ) ( )23 12 3 4f x ax ax ax x′ = − = − ， 
令 ( ) 0f x′ = ，得 1 0x = ， 2 4x = (舍去)。 

( )0f b∴ = ， ( )1 7f a b− = − + ， ( )2 16f a b= − + ， 
① 当 0a = 时，与题设矛盾。 
② 当 0a > 时，f(x)的最大值为 ( )0 3f b= = ，f(x)的最小值为 ( )2 16 29f a b= − + = − ， 2a∴ = ； 
③ 当 0a < 时，f(x)的最小值为 ( )0 29f b= = − ，f(x)的最大值为 ( )2 16 3f a b= − + = ， 2a∴ = − 。 
综上可得， 2a = ， 3b = 或 2a = − ， 29b = − 。 

2.3. 课堂小结 

1) 求函数 ( )y f x= 在[a,b]上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步骤 
① 求函数 ( )y f x= 在(a,b)内的  极值  ； 
② 将函数 ( )y f x= 的  各极值  与 端点 处的函数值 f(a)，f(b)比较，其中最大的一个是  最大值  ，

最小的一个是  最小值  。 
2) ① 求闭区间上的最大值时，可只比较极大值和端点值； 
② 求最小值时，可只比较极小值和端点值； 
③ 如果函数在所给区间是单调函数，在端点处取得最值。 
④ 如果区间中只有一个极值，那么这个极值通常就是函数的一种最值[4]。 

2.4. 课后思考 

已知 ( ) 3 2f x x ax bx c= + + + 在
2
3

x = − 与 1x = 处都取得极值，若对 [ ]1,2x∈ − ，不等式 ( ) 2f x c< 恒成

立，求 c 的取值范围。 
变式：若对 ( )1,2x∈ − ，不等式 ( ) 2f x c< 恒成立，c 的取值范围又是什么？ 

2.5. 作业 

教材 32 页 6 题。 

3. 教学感悟 

3.1. 数学新授课中自然导入的重要性 

如果每堂新课开始都直接讲解今天要学习的新内容，没有过渡和连接，那么这堂课就会显得很不自

然，难融入。而为了引起学生注意，迅速集中思维，老师往往在讲授新课前有一个与新知识相关的导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学习动机，使学生自然进入最佳学习状态。并且导入的自然性所产生的情境

和状态能使学生加深对知识的记忆，同时给以后的知识再认和知识再现提供一个良好的回忆场景，所以

导入必须要自然，语言要流畅，让学生欣然接受新概念，积极探索新知识。 

3.2. 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至关重要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教，学生学”为主要活动方式的课堂教学，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和创造性。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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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的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所以现在的教学不仅注重

教学结果，更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从关注学科转向关注学生，这样才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

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思

维的能力，使学生成为有独立意识的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潜能。 

3.3. 百看不如一练的数学教学观 

数学是一门重理论、严谨性强、思维强、运算强的一门基础学科，所以要求学生不仅要记忆理解概

念，同时思维要灵活。要想掌握知识点并能灵活应用就必须在理解知识的基础上让学生亲自动手演练加

以巩固，这样才能加深记忆，避免遗忘，所以课堂上要做到讲练结合，把课堂交给学生，让学生动起来，

整个课堂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如果学生只是一味地看老师在黑板上的演示而不动手操作，那么下次再

出现这样的类型题时学生只是感觉见过，讲过，但仍然不会解题。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就是没有亲自实

践，导致思维不够连贯，知识掌握不到位，所以说百看不如一练。 

3.4. 知识总结的必要性 

一节课的内容讲完，学生练习完过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不能遗漏，那就是“课堂小结”。可以

先让学生自己总结，然后找一名代表发言，其余同学补充，最后老师再进行总结。总结内容应侧重于方

法的归纳和规律的总结，对易错点、易混淆点进行强调，补充学生没有总结到的内容，对整节课的知识

进行梳理，最后形成知识网络。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够系统地掌握知识。如果一节新授课没有知识总结，

那么学生对这节课的知识点和题型是很模糊的，而如果对整节课的知识进行梳理，形成知识网络之后，

学生就会又快又准地记住本节课的内容，并且知识框架也有利于学生在复习时能准确地回忆、重拾学习

过的内容，因此知识总结是很有必要的[5]。 

4. 本节课的不足与期望 

由于一节课 40 分钟有限，所以给学生充分时间练习求函数在闭区间上的最值问题之后，求参数问题

就显得有些匆忙；其次在讲解题时，应注意数形结合，让学生有数学形结合的思想，这样能快速准确地

将题解答出来，本节课虽然也有数形结合，但是没有让学生形成数形结合来解题的想法，所以这一点需

要加强。 
总之，我们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不断地探索和发掘学生的潜能，注重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指导的教学方式，同时也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多采用研究性学习，合作性学习和自主学习的方式；

而老师应严格把握好课堂的每一环节，不要出现时间上前松后散或前散后松的情况，要环环相扣，使学

生理解和掌握当堂所学知识，这样我们的教学才是令人满意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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