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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观指导下的初中函数单元总复习实践研究

丁福珍

(浙江省天台县教育局教研室317200)

复习课的教育价值是建立系统和简约的知识

体系，提炼数学的思想和方法，积累数学活动经

验，并把得到的数学知识、思想方法和活动经验迁

移应用，在此过程中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也就是

说，复习课要帮助学生在知识的结果性认知基础

上，建构知识之间的关系网络，使本单元知识、相

关单元知识之间建立起具有简约性、多触点、结构

化的系统[11；在理解数学知识的本质、建立相关知

识的联系中，概括数学思想和方法；在应用知识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数学活动经验，发展数学

素养．

当前，初中复习教学普遍存在知识碎片化现

象，课堂上尽可能多地讲题型，再进行“无死角的

知识点覆盖”训练．这种复习存在两个突出问题：

第一，没有对知识形成联系性的认识，导致对知识

缺乏系统的整体理解，细碎的重复训练加重了学

生的课业负担；第二，缺乏数学思想与方法的指

导，生搬硬套的题型训练导致思维僵化，学生只会

机械地模仿解题，导致独立思考、灵活运用知识解

决问题的能力低下，难以积累有效的数学基本活

动经验．

那么，怎样的复习教学才能使学生在认知重

构过程中落实“四基”、发展“四能”呢?本文以“一

次函数、二次函数和反比例函数”复习教学为例，

谈谈整体复习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1 内容分析

1．1地位与作用

函数是中学数学的核心内容，是联系数学不

同分支的桥梁和纽带，是研究变化过程的重要数

学模型．初中阶段学习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反比

例函数，借助图象直观研究函数性质(图象的特征

和函数的增减性)．这三类函数对高中阶段的函数

学习起到奠基作用．

1．2主要的思想和方法

每一类函数概念的抽象过程中蕴含着抽象思

想；借助图象研究函数性质的过程中蕴含着数形

结合思想；观察图象、探索性质过程中的抽象思

想；根据参数取值范围讨论函数性质的分类思想；

研究一类函数的基本套路．

1．3关键能力

整理知识，构建体系，概括思想方法及研究套

路过程中的数学抽象能力；建立函数模型刻画变

化过程的数学建模能力；利用函数性质分析变化

过程中的逻辑推理能力；借助图象理解变量之间

关系的直观想象能力．

1．4教学重点

整理三类函数的知识结构，提炼建立函数模

型解决问题的方法，概括函数研究的一般套路并

能用这种套路研究一些简单的新函数．

2教学策略

采用整体建构教学策略[2]：在一般观念指导

下，对三类函数进行整合复习．首先，引导学生分

别回顾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反比例函数的定义、

图象和性质以及它们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

究方法；其次，在回顾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这三种

函数的定义、图象、性质的共性和区别，对“函数图

象用来做什么”、“函数性质指什么”这些问题进行

一般性的回答，帮助学生理解函数图象及性质的

本质；第三，分析这三种函数的研究思路、研究的

内容和研究方法，概括出它们的共性，形成研究的

基本套路及思想方法的一般性理解，积累数学活

动经验；最后，用概括出的这种一般观念指导新函

数的研究，实现思想方法、活动经验的迁移．在上

述复习的基础上，设计专门的习题课，进一步研究

函数、方程和不等式的关系，在更广阔的领域中构

建知识之间的关联，体会函数的纽带作用，初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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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函数思想．

3教学过程

将三类基本函数复习整合成两个课时，第一

课时“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和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和

性质”，第二课时“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和反比例函

数的图象和性质习题课”．本文只呈现第一课时的

教学过程．

3．1承上启下。提出问题

基于前一节课“变量与函数”的复习，回顾用

函数模型研究变化过程的框架：

在此基础上，着重指出从定义出发研究函数

的性质，对于一些典型变化过程的研究、变化规律

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从而提出本节课复习内容

“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和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和性

质”．

3．2类比思考。回顾三类函数的相关知识

首先，由老师引导学生回顾一次函数的研究

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得到一次函数的相关

知识．

研究思路：定义——图象——性质．

研究内容：图象特征(形状、位置)和性质(增

减性)．

研究方法：对足进行分类，画出具体函数的图

象——观察发现——归纳推广．

一次函数的有关知识：

定义 图象与特征 性质

y=志z+6(愚>O) y=正z+6(最<：O)

一次函数
y。

’／
’’

弋
女>O，y随z的

j，=是z+6 ／ ～ ／ ＼．＼
增大而增大．

(愚≠O) ／ o x D ．／、 D ＼ ＼ 曼
七<O。j，随z的

／ 。＼ 增大而减小．

志>0，图象过一、三象限 志<0，图象过二、四象限

接着，让学生类比上述过程，独立回顾二次函

数和反比例函数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和有关知识，并写出相关内容．例如，二次函数的

相关内容如下：

研究思路：定义——图象——性质．

特殊

研究内容：图象特征(形状、位置、对称性)和

性质(增减性、最值)．

研究方法：对口进行分类，画出具体函数的图

象——观察发现——归纳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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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函数的有关知识：

定义 图象与特征 性质

y=口≯+如+c(口>0) y=口≯+k+c(口<O)
口>O，对称轴的左侧，y随

二次函数

-y
J ‘y

z的增大而减小，对称轴

的右侧，y随z的增大而

y=口z2+6z+c |． o|。 f 全 。

增大．

、

√i | |i z的增大而增大，对称轴
(口≠O)

口<o，对称轴的左侧，y随

的右侧，y随z的增大而
口>O，开口向上，顶点最低． 口<o，开口向下，顶点最高．

减小．

3．3整理归纳。构建三类函数的知识体系和研究套路

引导学生说出三类函数模型的共性与差异性，整理知识结构如下表：

定义 图象与特征 性质

y=志z+6(愚>O) y=妇+6(志<O)

J，一

／。

y

f／ <
y。 志>0，y随z的增大

而增大．
一次函数 ／ ＼．＼ L

／0 i Dy舅 D ＼ ＼
r 志<O，y随z的增大
X

刀 ＼ 而减小．

志>O，图象过一、三象限 奄<o，图象过二、四象限

y=口z2+如+c(口>O) y=nz2+k+c(口<O)
口>O，对称轴的左侧，

Iy 、y
y随z的增大而减

| o|。 f ) 。

小，对称轴的右侧，y

随z的增大而增大．
二次函数

、 √i | |} 口<O，对称轴的左侧，

y随z的增大而增
口>O，开口向上，顶点最低 口<O，开口向下，顶点最高

大，对称轴的右侧，y

图象关于直线。一 乏对称 随z的增大而减小．

y=兰(志>o) y2了【惫<o)

志>O，在每个象限内，
J， ly

y随z的增大而

反比例 ‘＼． ／。 - 减小．

函数 N X 。 厂一x 五<0，在每个象限

) 内，y随z的增大而

志>0，图象过一、三象限 志<O，图象过二、四象限
增大．

图象关于原点对称

让学生归纳三类函数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

和研究方法的共性：

研究思路：定义(给出函数解析式的特

征)——图象——性质；从特殊到一般．

研究内容：图象的形状、位置和特征(线性与

非线性、连续与不连续、对称性)；函数的性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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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性、最值等)；图象用来直观地反映函数的性质，

函数性质指的是当自变量的值增加时，函数值是

增大还是减小，是按照什么规律(线性与非线性，

是否有间断点，是否有最值，变化速度快慢等)变

化的[1]．

研究方法：从定义出发，画出具体函数的图

象——观察发现——归纳推广；其中蕴含着数形

结合和分类讨论的思想．

这种研究套路同样适用于其它函数的研究．

3．4拓展提升，促进数学活动经验的迁移

根据上述经验，引导学生独立研究新函数
L

y=—!＆(6，忌是常数，志≠o)．
卫：厂U

学生尝试研究：分屉>0和曼<0两种情况．

(1)忌>O时，研究特例：足=1，先研究6=o，

6=1，6=一1的情况，分别画出图象(如图1)：

‘I 警
．、卜-卜． 。 I I - ’、7．
1 2 3 4 x 拣c2- D l 2 3 4 x

．1

．2

．3

4

y．

4

3

2

l
．、卜． ●L

1芎专吣 2 3 4工

·2

、·3

4

圈l

归纳性质：当惫>0时，图象是关于(一6，0)对

称的两支双曲线，当z<一6时，y随着z的增大

而减小，当z>一6时，y随着z的增大而减小．

(2)七<o时．研究特例：志=一1，再研究6一o，

6=1，6=一1的情况，分别画出图象(如图2)：

归纳性质：当愚<0时，图象是关于(一6，o)对

称的两支双曲线，当z<一6时，y随着z的增大

而增大，当z>一6时，y随着z的增大而增大．

‘j ； ／
。 一／

-—一r—百 ． ． ． - 。r一一■．

“3-2·17．r
c ．4．3．2．1

．2

．3

．4

y．

。

4

3

2

夕
．4．3．2．1 9

r。
·I

．2

．3

．4

图2

(3)推广：函数y=三啬(6，忌是常数，忌≠o)
工IⅣ

的图象是关于(一6，o)对称的两支双曲线．当忌>

o时，在z<一6或z>一6的范围内，y都随着z

的增大而减小；当惫<o时，在z<一6或z>一6

的范围内，y都随着z的增大而增大．

3．5 总结反思．将知识体系纳入长期记忆

让学生说说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和反比例函

数的图象和性质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和相关知识，形成简约化的知识体系．

4教学反思：价值取向

4．1通过单元整体复习．构建系统简约的知识

体系

单元整体复习是指依据学习内容的逻辑关系

划分具有紧密联系的单元，进行单元整体教学设

计，让学生自主建构知识体系，实现知识结构的重

构[2]．本节课把三类函数的图象和性质进行整体

复习，通过分析比较，让学生在相互联系中进一步

理解三类函数图象和性质的区别与联系：区别是

指三类函数的变化模式不同；联系指的是三类函

数的定义方式、性质所指、研究套路是相同的，即

都是从现实背景中引入，都是根据解析式的特征

加以定义的，性质指的是“当自变量的值增大时，

函数值是变大还是变小，是按照什么规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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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的套路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所研究的函

数类型不同．这样做可以让学生从相互联系中深

化知识的理解，掌握三类不同函数的变化趋势和

变化规律及其适用的变化过程，便于学生在选择

适当的函数模型研究变化过程中运用自如．

4．2一般观念引领。注重从内容中提炼数学思想

和方法

章建跃博士指出，一般观念指的是对内容及

其反映的数学思想和方法的进一步提炼和概括，

是对数学对象的定义方式、性质指什么、怎样研究

等问题的一般性回答，是研究数学对象的方法论，

对学生学会用数学的方式对事物进行观察、思考、

分析以及发现和提出数学问题等都具有指路明灯

的作用．本节课的教学中特别注意体现“一般观

念”的指导作用，“回顾”阶段，创设类比情境，回顾

三类函数的相关知识及研究套路；“整理”阶段，把

三类函数的定义、图象、性质进行比较，理解这三

种函数变化模式的区别与共性，从而对“一类函数

是怎样定义的”“函数图象有什么用”、“函数性质

指什么”等问题给出一般性的回答，在此基础上概

括“一类函数是如何研究的，研究的思路、内容、方

法分别是什么”．这样，通过分层次的概括，帮助学

生理解函数性质的本质，形成研究的一般思路，提

炼与内容融合的数形结合、分类讨论等思想方法，

并明确这些思想方法是在哪些环节运用以及如何

使用，从而有效积累数学活动经验．

4．3设计挑战性问题。促进知识和经验的迁移

知识的巩固是需要训练的，但不同的训练方

式对学生的思维发展有不同的效果．如前所述，

“点对点”的题型训练不仅加重学生不必要的学习

负担，而且对学生的思维发展没有多大价值．本课

采用研究性的作业来帮助学生巩固知识，促进知

识经验的远迁移．在“迁移”阶段，让学生用概括出
厶

数学思想与方法独立研究新函数y=J啬(6，忌
Z]一(，

是常数，忌≠O)．在这类函数的研究过程中，除了需

要在一般观念指导下，明确其性质指什么，提出研

究的内容和目标，构建研究的整体思路外，还需要

类比反比例函数及其性质、一次函数及二次函数

中图象的平移，规划研究方案：遵循从特殊到一般

的研究思路，先对忌进行分类，再在不同的类别中

选择具体函数(对忌，6进行具体取值)，画出图象，

观察图象的特征，并借助坐标中介转化为变量的

变化规律和变化趋势得到具体性质，最后通过分

层次的归纳推广到一般，得到这类函数性质的一

般规律(关键参数如何影响函数的增减性)．

学生在这样的复习过程中，不只是知识的简

单提取与套用，而是需要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研

究新问题，从而形成有效的深度学习，保证了复习

过程中数学思维的含金量；学生在这样的过程中

获得的知识经验是可迁移的，所形成的是真正意

义上的数学活动经验；学生在这样的过程中，可以

结合知识理解的深入而深刻体会内容蕴含的数学

思想与方法，形成研究问题的一般套路，并发展有

逻辑、创造性的思考能力。所以，整体观指导下的

单元复习是提升学生数学素养的有效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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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这么简洁的关系式是怎么想到了．当实现了重

心用基底表示后，只要将关系式中的向量稍加调

整，便可以得出这一关系式．由此，学生想到能不

能根据垂心、内心、外心的基底表示形式，也同样

获得关于垂心、内心、外心的向量等式呢?学生还

想到用向量去探讨与几何有关的更多的数学命

题．这样的探究如若进行下去，学生对于向量工具

作用的认识无疑会更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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