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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达世界而建模

——《指数函数》三次备课思考

张玲玲

(常熟市梅李高级中学215500)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

简称《课标》)指出：“数学建模是对现实问题进行

数学抽象，用数学语言表达问题、用数学知识和方

法构建模型解决问题的素养．”数学建模具有重要

价值，它“是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手段，

也是推动数学发展的动力．”虽然在过去的教学

中，一些教师也关注到数学建模，但多数教师仅仅

限于专题讲座或者对于特殊的教学内容在教学过

程中加以体现，并没有把数学建模作为高中数学

核心素养贯穿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那么，如何结

合具体内容的教学，以具体知识为载体，让学生经

历数学建模过程，学习数学建模的方法，提升数学

建模素养，进而养成用数学语言表达世界的思维
习惯，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也是教学观念的

重大转变．本文结合“指数函数”的三次教学设计

过程，对此作以探索．

1关注载体。为获得知识而建模

指数函数是学生在学习了函数的概念、图象

与性质后，学习的一个新的函数模型，也是运用研

究函数的方法研究函数的一次实践．通过指数函

数的学习，学生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函数概念的理

解，为研究对数函数、三角函数等其他初等函数打

下基础．因此，指数函数的概念、图象、性质、运用

等基础知识非常重要，这些知识既是进一步学习

函数的基础，也是学生经历一次建立数学模型过

程的有效载体．在第一次教学设计时，我们首先要

梳理清楚指数函数的知识体系．

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帮助学生建立起比较完

善的知识结构，本节课就要解决如下问题：

问题1什么是指数函数?

问题2怎样画出指数函数的图象?

问题3指数函数有哪些性质?

问题4如何比较下列各组数的大小?

(1)1．52一，1．53一；(2)0．51一，0．5—1一．

问题5 本节课你学到了哪些指数函数的

知识?

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使学生获得指数函数

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形成指数函数的知识结

构，为学生后继学习与思考奠定基础．当然，知识、

技能不是课堂教学的最终目标，而应是一种有效

载体，让学生在知识、技能获得过程中，获得建立

指数模型的方法，感悟用数学语言表达世界的观

念，以实现数学教育的更大价值．目前一些教学设

计，特别是一些“活动单⋯‘导学案⋯‘学案”的设计，

都仅仅停留在知识、技能的获得层面，无论课堂教

学过程中是否采取“探究”“合作⋯‘交流”活动，实

际上学生得到的只是“是什么”，快速到达“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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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这样的教学，貌似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其

实对提升学生数学素养是不利的．

2关注过程。为获得方法而建模

《课标》指出，数学建模的过程主要包括：在实

际情境中从数学的视角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建立模型、改进模型、解决问题等．数学建模

不仅仅是最后的数学模型，更为主要的是借助于

日常的数学活动，以具体的教学内容为载体，让学

生经历数学建模过程，学会数学建模的基本方法．

指数函数是高中数学的一个典型的数学模型，借

助于指数函数模型的建立过程，引导学生感悟数

学建模的基本方法，是指数函数的重要教学目标

之一．在第二次教学设计时，我们认真梳理指数函

数的生成过程与学生的思维过程．

r————————1 r—。’’’。’——’—。1 r。。。。。。。。。‘。。一1 r。。—。。。。—‘—‘‘_1

I问题情境卜叫指数函数模型}_叫指数函数性质H指数函数运劂
在教学过程中，要帮助学生在建立模型的过

程中学会数学建模的方法，本节课就要解决如下

问题：

问题l某种放射性物质不断变化为其他物

质，每经过一年，这种物质剩余的质量是原来的

84％．如果经过z年，该物质剩余的质量为Y，X

与Y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1、o

问题2对于模型y=O．84。，y=2。，y=(÷)，
、‘，，

你有什么发现?

问题3 结合以前研究函数的方法，我们怎

样研究指数函数?

问题4指数函数的性质可以解决哪些问

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让学生从实际情境中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先建立特殊的指数函数模型，进

而得到一般的指数函数模型，并对其中的参数进

行讨论，画出图象，探究指数函数的性质，进而用

这些性质去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在建立与研究
指数函数模型的过程中，学生体会并获得建立数学

模型的基本方法．同时，也获得相应的数学知识．这

里的过程，既是数学建模的过程，也是学生思维的

过程，只有让学生经历这样的过程，才能获得一般

的研究方法，进而形成思考一类问题的思维习惯，

学生不仅获得“是什么”，同时获得“怎么做”．

3关注理念．为表达世界而建模

为了实现指数函数的教育价值，使指数函数

成为学生研究函数一般方法与过程的典型案例、

成为学生经历数学建模过程的有效载体，让学生

在指数函数的学习过程中体验用数学语言表达世

界、感悟数学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在第三次教学设

计时，我们重新思考，坚持培养学生数学建模素养

的理念，对本节课的明线(知识)、暗线(过程与方

法)进行重新梳理，有机融合．

在教学过程中，要帮助学生养成“为表达世界

而建模”的思维习惯，让学生在获得指数函数的知

识过程中，体会数学建模的方法，本节课最终教学

设计如下：

(1)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情境l某细胞分裂时，由一个分裂成2个，

2个分裂成4个，4个分裂成8个⋯⋯如果细胞分

裂X次，相应的细胞个数为Y，X与Y之间具有怎

样的关系?

情境2某种放射性物质不断变化为其他物

质，每经过一年，这种物质剩余的质量是原来的

84％．如果经过z年，该物质剩余的质量为Y，z

与Y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情境3《庄子·天下篇》中有一句话，“一尺

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如果经过X天，该木

棰剩余的长度为Y，z与Y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问题1 你能写出这几个问题的函数模

型吗?

设计意图 引导学生建立具体的指数函数模

型，感受指数函数与自然世界的联系．让学生感受到

这些模型与初中已经掌握的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反

比例函数是不一样的，进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2)建立模型，获得概念

问题2通过这几个函数，你发现了什么?

设计意图 引导学生从具体实例中概括典型

特征，从“特殊"到“一般"进行抽象，建立指数函数

模型，并尝试自己给出指数函数的定义．让学生

在建立指数函数模型过程中，学会用数学的眼光

观察世界，再用数学的语言表达，进而培养学生数

学建模素养．

(3)研究模型，感悟方法

问题3怎样研究指数函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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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圈 引导学生回顾初中研究一次函

数，二次函数以及反比例函数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从两个角度思考：

(i)从指数模型的解析式出发，从“数"的角度

去研究这个模型．

对于一般的数学模型，怎样选择“突破口"?

在探究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选择一些“特

殊’’的数进行探究，也可以对“式”进行逻辑分析，

推理出一些结论．例如：对于y=2。，可以对自变

量z赋值，观察与之对应的Y是如何变化的；也

可以令其中的z为一z，观察对应得到的Y的变

化情况．

(ii)从指数函数的图象出发，从“形"的角度去

研究这个模型．

如何画出指数函数的图象?先回顾初中时掌

握的“描点法”的作图步骤：列表，描点，连线；然后

结合这些步骤，给学生布置任务：选取数据，画出

图象，观察特点，归纳性质．

问题4指数函数具有哪些性质?

设计意圈 在探究性质这个环节，让学生小

组合作，无论是从“数”的角度、还是从“形”的角度

出发，都要注意“代表性”、“逻辑性”．例如，在同

一个坐标系中多作几个函数图象，进而“读’’出指

数函数的性质，再尝试进行简单的证明或者说明．

通过探究活动，使学生对指数函数的研究过

程与方法有了深刻的认识．学生可以从“数”的角

度去“读”，是对符号语言的理解，学生也可以从

“形”的角度去“读”，观察图象，是对图形语言的理

解，为以后研究函数模型乃至数学模型奠定方法

基础．

引导学生经历从“特殊”一“一般”一“特殊”的

认知过程，从合作交流、共同探讨中的氛围中，认

识指数函数的概念、图象和性质，同时了解指数函

数的实际背景和研究函数的基本方法；体会分类

讨论思想、数形结合思想，增强学生识图用图的的

能力．

(4)运用模型，解决问题

问题5 怎样比较下列各组数中两个值的

大小?

(1)1．52一，1．53·2；(2)0．51一，0．5—1·5；

(3)1．50一，0．81一．

设计意圈通过指数函数性质的简单应用，

体会构造函数的思想(同底和不同底的两种类

型)，再运用指数函数的单调性解决问题，也包含

了指数函数单调性的逆用．

(5)回顾反思，提升素养

问题6我们是怎样研究指数函数的?

设计意图 引导学生回顾指数函数的研究过

程：提出问题、建立模型、研究模型、运用模型．

进一步引导学生回顾每个环节：怎样在具体

情境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建立数学模型的一

般过程与方法是什么?怎样研究数学模型?怎样

运用函数模型解决问题?

进而让学生感悟：研究指数函数的基本过程

与方法，也是研究函数的一般过程与方法，为以后

研究新的函数奠定基础．

本节课力图实现“为表达世界而建模”的理

念．首先是精心设计问题情境，让学生感悟数学

是从自然世界中来，构建数学模型研究，再回到自

然世界中去．这样，既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创新意

识，又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实践意识．概而言之，建

模意识和能力是在有价值的问题情境及数学应用

情境中得到激发和培育的．其次是注重数学建模

过程，重视培养学生能从实际问题中建立数学模

型的能力，学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本节课

的目的就是要呈现给学生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指

数函数的过程，为以后其他基本初等函数的学习

树立标杆．换言之，在教学中，数学概念和原理获

得过程的价值，远远超过运用它去机械解题的能

力．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过程往往比结果更

重要．第三是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习惯．数学建

模是对现实问题进行数学的抽象，用数学的思维

分析，用数学语言表达，用数学方法构建模型解决

问题的素养．数学模型搭建了数学与外部世界联

系的桥梁，是数学应用的重要形式．数学建模是

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手段，也是推动数

学发展的动力．养成良好的数学建模的思维习

惯，有助于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发展，也是培养创新

性人才的必备素养．不仅要获得指数函数“是什

么”，而且以“是什么”作为载体，通过探究“是什

么”的“怎么做”的过程，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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