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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练核心素养 培育高阶思维
——“对数函数及其性质”教学设计与教学反思

洪兵 (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226400)

作者简介：洪兵，江苏如东人，1997年毕业于苏州大学，

2019年评为中学正高级教师，现就职于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

曾获江苏省优秀工作者、宿迁市名教师、南通市学科带头人、

南通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多次获省市优课一等奖，主持

或参与多项省市规划办课题研究．近五年在核心期-Dj上发表

《高中数学教师微专题研究的开展》等三篇论文，撰写了《高中

教学微专题研究促进教师专业成长》《高中数学教师教育教学

发展研究》两部专著．在近二十届的高三毕业班教学中形成了

“严谨扎实并举，灵动激情并重”的教学风格，坚持“生为本，

学为上”的课堂教学理念，践行立德树人，培育核心素养．

1 基本情况

1．1 授课对象

授课对象是四星级重点高中学生，学生基础较

扎实，有指数函数的学习基础，具有初步的数形处理

能力．

1．2教材分析

授课内容是《普通高中数学教科书·必修第一

册》(苏教版)第六单元“6．3对数函数”第1课时．函

数是高中数学的主体内容(变量数学)的主要研究

对象之一，是中学数学的重点知识．研究函数的一般

理论和方法、用函数思想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是函数

教学的主要目标．因有较好的初中基础，学生对幂函

数、指数函数的学习可能较为轻松．对数函数中的参

数与变量对对数函数的影响比较复杂，较难进行直

观想象，因此有利于学生数学高阶思维的培育．目前

新高考加大了对数学文化的考查，对数的运算和性

质在数学文化方面体现得非常充分，有助于培养学

生分析、归纳、抽象等思维能力．

按课标要求，必修第一册“对数函数”教学课时

为3个学时，本节课为第1课时．对数函数是学生在

学过正比例函数、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反比例函数

和指数函数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的一种新函数，对

对数函数概念的理解、图象与性质的掌握和应用有

利于强化学生对初等函数系统性的认识，有利于进

一步加深对函数思想方法的理解，也为后续进一步

探究对数函数的应用及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的综合

应用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知识目标 理解对数函数的定义，掌握对数函

数的图象和性质；会求与对数函数有关的函数的定

义域；初步应用对数函数的性质．

能力目标 通过对底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分类

讨论的思想，体会由特殊到一般的数学思想；通过例

题、习题的解决，领悟化归思想在解决问题中的作

用；通过超越函数对数函数的研究，产生在较高认知

水平层次上的心智活动，提升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

发展高阶思维．

素养目标 在参与对数函数探讨过程中感受数

学，体验数学探索的过程，提高分析、归纳、抽象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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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帮冀崇崇之，写成对数式为z— l y=2。l lx=l092yl

109：y(图1)． 7、l，＼ 7t＼

(1)y—l092 z；(2)y—l092二兰_；
J

(3)y一2l092 z；(4)y—log。．2．

3．求下列函数的定义域：

(1)y—lo＆(z2)；(2)y一10＆(3一z)．

设计意图 让学生对对数函数的概念有更深

刻的理解，渗透整体化归思想．

2．3观察图象 探究性质

1．用描点法画出下列两个函数的图象：

(1)y—l092 z；(2)y—log+z．

思考：对数函数的底数对函数的图象有何影

响?这两个函数的底数有什么关系?

变式研究 画出下列两组函数的图象：

(1)∥一l093 z币口Y—log+z；

(2)y—l094 z和Y—log+z．

思考：判断哪些函数是增函数，哪些函数是减函

数，它们的底数有什么共同特征?

设计意图 (1)利用体验学习教学法，让学生

自己作图、自己比较、自己归纳，体验知识的产生及

形成过程，逐步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凝练数学

核心素养；(2)学生在这种整体性、关联性的学习中，

能够真正做到学有所悟，这正是着眼于数学知识整

体、着眼于数学知识关联的高阶思维培育．

2．由对数函数图象，探究对数函数的性质

a>1 0<a<1

y J ～ Y J L

图象 厂一 ＼ 。

0 f1 i 0 。＼；
定义域 z∈(0，+。。)

值域 R

过定点(1，0)

在z∈(o，+co)上 在z∈(o，+。。)上为

函数值 为增函数； 减函数；

特点 当z>1时，Y>0； 当z>1时，Y<0；

当0<z<1时Y<0 当0<z<1时Y>0

2．4 数学应用 完善认知

思考：在同一坐标系中观察六个函数的图象，每

一组中的两个函数的图象有何关系?三组中前面的

三个函数(对数底数以>1)的图象有何关系?三组

中后面的三个函数(对

数底数0<a<1)的图

象有何关系?

1．探究下列函数的

图象位置(图2)，比较

a，b，c，d的大小关系．

’y ／)2log。：I∥户10：3心川0
、、～v：10卧．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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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较下列各题中两个数值的大小：

(1)l092 3．4和l092 8．5；

(2)logo 5．1和logo 5．9；

(3)l095 6和l096 5；

(4)logz 5和log，5．

设计意图 (1)比较大小：介值法、单调性、图

象法；(2)对数比较大小三种类型：同底不同真、同真

不同底、底真都不同；(3)第(4)题较为抽象，不能用

函数y—lo＆5来研究，必须利用其他函数的图象进

行研究，达到提升呈现问题解决、推理与决策、批判

性思维等高阶思维品质．

2．5 归纳总结 布置作业

(1)本节课我们学习了：1)引入新知一定义(底

数、真数有范围)，感受从特殊到一般的数学思想；

2)探究性质两图象(共性异性源于a)；3)由图象研

究对数函数的性质，感悟分类讨论思想，求含对数的

函数定义域，体现整体思想；4)对数函数的位置由底

数决定，体现特值思想．

(2)布置作业：1)必做作业：课本第74页第7题

和第8题；2)选做作业(课后探究)：指数函数和对数

函数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环节2．4中取特值z一2，

如何比较a，b，C，d的大小关系?

3 回顾与反思

3．1 教学设计的立意

当下的数学教学已经从“知识”时代走向“核心

素养”时代，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培育反映了高中数学

教学的魂，课堂教学应有意识地在数学知识和技能

教学中，体现和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切实提高教学

质量．对数运算与对数函数知识的学习与后续的几

何、三角、向量等关系联系不太密切，很多教师教学

时匆匆了事，不够重视，学生只能机械记忆，知识遗

忘快．这种课堂下的数学思想渗透不到位，数学思维

能力得不到提升，更谈不上高阶思维培育．本节课对

对数函数与指数函数问关于直线Y—z对称关系的

转换思维、对数式大小的比较等要求也很高，应该充

分地利用好对数函数的探究过程，发展运算能力和

推理能力，不能急功近利[1]，应以思维为突破口，使得

课堂教学走向深入、走向理性和走向高效．着力于探

索发展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实践范式、发展学生高阶

思维，才是核心素养视域下数学教学的应然追求．

3．2 教学反思

(1)精心创设课堂情境，侧重文化浸润，强化育

人导向

对数运算是指数运算的逆运算，可以提高计算

效率；对数函数曲线与指数爆炸式曲线变化趋势有

较大区别，在生活中可以用它们来模拟变量之问的

关系，很好地解决社会问题中蕴含的数学问题．数学

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注重文化浸润，可以通过一个个

基于生活情境的主题或项目中的体验、探究和发现

来构造自己的知识，发展自己的能力，养成自己的

品格．

生活是数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病毒传染、

细胞分裂等社会热点问题，学生对此既兴奋又陌生，

让学生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

(2)增强课堂探究意识，发展学生思维，培育高

阶思维

本节课通过类比探究、变式探究、归纳探究等多

种手段，使学生学会类比学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改变传统的“我讲你听”

单一讲授式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中，教师感觉到提出

的问题过于深奥，学生探究的方向不够明确，可能达

不到预期的目标，作出调整后，注重分层设置问题，

让学生跳一跳可以够得到，体现高阶思维学习特点，

训练学生高阶思维意识．本节课的探究过程中学生

还不够自由，表现欲望不够强烈，师生的配合不够默

契．探究不能流于形式，在每次探究前先明确探究目

的、明确重点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使讨论更具有

针对性，形成高阶思维学习模式．

教师应增强课堂探究意识，培养学生的观察能

力、逻辑思维能力、归纳能力、分析探究能力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认真倾听、接受别人意见

的优良品质，发展学生高阶思维，培养学生高阶思维

能力．

(3)关注数学思想渗透，积累思维经验，凝练核

心素养

利用几个特殊函数的图象进行直观观察，归纳

出对数函数的图象及其性质，充分体现数形结合思

想方法的渗透；结合对数函数的底数变化对对数函

数图象与性质的影响，分类讨论思想的运用得以充

分体现，提升了学生思维的严谨性；借助对数式大小

的比较问题，渗透转化化归思想．探究解决问题的方

法和途径、探索对知识的加工和批判、强化思维训练

和能力培养，这些是积累思维经验的过程，也是凝练

数学核心素养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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