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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中数学概念课的教学过程中,从学生们理
解概念到深化概念,再会应用概念解决问题是一个
不断提高的过程,而此时常出现个别同学掉队,跟
不上教学节奏的现象,这就是继续学习、深度学习
的把控不够到位. 如何使学生不脱节、不掉队,过好
新概念学习这一关,是我们授课者必须深入思考的
一个课题,本人通过近几年的教学实践进行了一些
有针对性探索,感觉到利用设计题组进行目标训练
是切实可行、效果显著的方法. 本文向同行们分享
一下,如何按照课情与学情的需要,设计对应学习
题组以帮助提高数学概念课的教学效率.

1、通过题组探究数学概念的实质和内涵
有部分学生在刚开始接触新概念时,只是从字

面上有所理解,还不能注意到细节,更谈不上理解
概念的内涵,对实质性的东西是茫然的,此时我们
应该设计一些对概念理解不透、容易出现解题偏差
的题组,通过仔细分析、及时纠正错误,这样对巩固
新概念很有用处.

案例一　 在巩固奇函数的概念时,我们可以设
计如下的题组进行练习,旨在夯实概念.

⑴若函数 f(x)的定义域为( - ∞ , + ∞ ),且有
f( - 1) = - f(1),则 f(x)是奇函数吗?

⑵函数 f(x) = 1 - x2

2 - | x + 2 |是奇函数吗?

⑶函数 f(x) = x3 - x,x∈( - 1,4]是奇函数吗?
⑷函数 f(x) = ax2 + bx 能为奇函数吗?
⑸若函数 f(x)奇函数,则一定有 f(0) = 0 吗?
⑹如果函数 f( x) = ax2 + (2b - 1) x,x∈(2b +

1,1 - b)是奇函数,求 f( - 1)的值.
分析:⑴由于奇函数的定义中是对于定义域内

任意 x,都有 f( - x) = - f(x)成立,只有其中某一个
或部分 x 满足等式是不能确定为奇函数的,故而答
案为不一定.

⑵中的函数是奇函数,首先应求函数的定义
域,即为( - 1,0)∪(0,1),此时,2 - | x + 2 | = - x,

于是 f(x) = 1 - x2

- x ,又有 f( - x) = - f(x)成立,故

而是奇函数.
⑶中 f(x)不是奇函数,由于 f( - 4)没有意义,

则 f(4) = f( - 4)不成立.
⑷中 f ( x) 可以是奇函数,当 a = 0, b≠0 时

满足.
⑸中不一定有 f(0) = 0,当定义域包含原点时,

有 f(0) = 0,不包含原点就不成立,如 f(x) = 1
x .

⑹由于 f(x)是奇函数,则必有 a = 0,且 1 - b =
- (2 + 1),得 b = - 2,所以 f( x) = - 5x,x∈( - 3,
3),则 f( - 1) = 5.

此组练习,从多个方面强化了奇函数的内涵,
随着知识点的增加,当然还有多种类型的题目可以
运用,应注意的是选题的广泛性和规范性,以及把
握题目难易的坡度和区分度.

2、运用题组探索数学概念的外延和应用
一个数学概念本身不是孤立的,它是建立许多

知识点的累积之上的,而一个新概念也需要与已学
过的知识进行融合、交汇,形成知识网络,这样这个
概念才有意义和存在价值. 注意这里的外延是有限
度、有方向的,也就是常说的所谓“正迁移”,如果迁
移过分或迁移不当,有可能发生谬误.

案例二　 在学完抛物线的定义和标准方程后,
我们可以给学生提供如下的一组提高练习,旨在理
解抛物线概念并合理外延概念的作用.

⑴抛物线 y2 = 4x 上一点 P 到 y 轴的距离为 4,
求点 P 到焦点距离;

⑵已知动点 P 到点 A(0,8)的距离比到直线 l:y
= - 7 的距离大 1,求动点 P 的轨迹方程;

⑶若点 A 的坐标为(3,2),F 是抛物线 y2 = 2x
的焦点,点 M 在抛物线上移动时,使 |MF | + |MA |取
得最小值的点 M 坐标为　 　 　 　 　 ;

⑷过抛物线 x2 = 4y 的焦点 F 作一条直线交抛
物线于 P1(x1,y1),P2(x2,y2)两点,若 y1 + y2 = 6,则
|P1P2 |的值为　 　 　 　 　 .

分析:⑴由抛物线方程知,2p = 4,所以准线方程
为 x = - 1,而点 P 到 y 轴的距离为 4,则点 P 到准线
的距离为 5,根据抛物线的定义知,点 P 到焦点距离
为 5.

⑵依题意知,动点 P 到点 A(0,8)的距离比到
直线 l:y = - 8 的距离相等,由抛物线的定义得 P 的

轨迹为抛物线且
p
2 = 8,又焦点在 y 轴正半轴,所以

其方程为 x2 = 32y.
⑶ 由于 | MF | 是点 M 到抛物线焦点距离,使

|MF | + |MA |取得最小值的点为过点 A 作与 y 轴垂
直的直线与抛物线的交点,则点 M 纵坐标为 2,代入
方程的横坐标也为 2.

⑷由于
p
2 = 1,所以抛物线的准线方程为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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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抛物线的定义知 |P1F | = y1 + 1, |P2F | = y2

+ 1,所以 |P1P2 | = y1 + y2 + 2 = 8.
此组练习都是以抛物线的定义为基准,围绕着

这个定义向四周辐射所形成的各类问题,通过本组
题的练习,不但深化了抛物线的概念,同时也了解
了哪些题是可以运用定义解决的.

3、运用题组辨别形似但本质不同的相关概念
有一些数学概念其表现形式差别不大,容易混

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设计相关题组的方法,把它
们放在一起解决,通过分析可发现它们之间的本质
是不一样的,通过设计题组及时区分,并解剖它们
的本质,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所学概念的理解,以免
犯审题不清造成的错误.

案例三　 在讲完了分段函数的单调性问题后,
可以给出下面一组练习,旨在检查对一些分段函数
单调性有关题型的判断情况.

⑴已知函数 f ( x) =
(3a - 1)x + 4a,x < 0,

ax,x≥0{
满足对任意 x1≠x2,都有

f(x1) - f(x2)
x1 - x2

< 0 成立,则

实数 a 的取值范围是　 　 　 　 ;

⑵已知函数 f( x) =
(2a - 1)x + 3a - 1,x≤t,
x3 - x,x > t{

无论 t 取何值时,函数 f( x)在区间( - ∞ , + ∞ )总
不是单调,求参数 a 的取值范围.

⑶若 f( x) = (1 - 2a)x + 3a,x < 1,
lnx,x≥1{ 的值域为

R,试求实数 a 的取值范围.
分析:⑴依题意,此函数是 R 上的单调递减函

数,根据定义知,有 0 < a < 1 且 3a - 1 < 0,4a≥1,将

上述三个不等式联立,解得
1
4 ≤a < 1

3 .

⑵由 y′ = 3x2 - 1 > 0,得 x > 3
3 或 x < - 3

3 ,此时

函数 y 为增函数,当 - 3
3 < x < 3

3 时,y 为减函数,即

函数 f(x) = x3 - x,x > t 一定存在单调增区间,依题

意 f(x)不能为增函数,即有 2a - 1≤0,得 a≤ 1
2 ,于

是 a 的取值范围是( - ∞ , 1
2 ].

⑶由于 y = lnx 是增函数,当 x≥1 时,函数的值
域为 y∈[0, + ∞ ),若要求 f(x)的值域为 R,则需要
y = (1 - 2a)x + 3a 也为增函数,且当 x = 1 时的函数

值不小于 0,即 1 -2a >0,
1 -2a +3a≥0,{ 解得 - 1≤a < 1

2 ,

所以 a 的取值范围是[ - 1, 1
2 ).

此组练习都是关于分段函数的单调性问题的,

其题设部分比较相似,而不相似的部分正是问题的
关键,通过分析研判,可以挖掘利用它们的不同,建
立符合题意的求解方案.

4、利用题组多向探究发掘数学概念的用途
在一个概念的后面,会有许多对应的练习题目

呈现,对此我们必须对它们进行分类和挑选,目的
是有针对性地巩固所学的新概念,并使概念发挥作
用. 同时也可利用对新概念的认识,揭示一些问题
的破解方法,扩大学生们视野,提高应变能力,增加
学习数学的兴趣.

案例四　 在讲完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概
念后,给出下面的题组,引导学生对函数的最大值
与最小值的概念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⑴函数 f(x) = x3 - 3x - 1,若对于区间[ - 3,2]
上任意 x1,x2,都有 | f( x1) - f( x2) | ≤t,求实数 t 的
取值范围;

⑵已知函数 f(x) = 1
3 x3 + x2 + ax,g(x) = x

ex
,对

∀x1∈[ 1
2 ,2],∃x2∈[ 1

2 ,2],使 f′(x1) ≤g(x2)成

立,求实数 a 的取值范围;
⑶已知函数 f(x) = elnx - ex,证明不等式 f( x)

≤ ex
x - 2e.

分析:⑴由于 f ′( x) = 3x2 - 3,当 x∈( - ∞ ,
- 1)∪(1, + ∞ )时,f ′(x) > 0,当 x∈( - 1,1)时,
f ′(x) < 0,易得 f( x)max = 1,f(x)min = - 19. 由题设
知在区间[ - 3,2]上 f( x)max - f( x)min≤t,从而 t≥
20,即实数 t 的取值范围是[20, + ∞ ).

⑵依题意问题等价于 “当 x ∈ [ 1
2 , 2 ] 时,

f ′(x)max≤g(x)max ”. 因为 f ′ ( x) = x2 + 2x + a 在

[ 1
2 ,2]上单调递增,所以 f ′(x)max = f ′(2) = 8 + a.

而 g ′(x) = 1 - x
ex

,易知当 x∈[ 1
2 ,2]时,g(x)max =

g(1) = 1
e . 由 8 + a≤1

e ,得 a≤1
e - 8.

⑶由于 f ′(x) = e( 1
x - 1),所以 f(x)在(0,1)

上单调递增,在(1, + ∞ )上单调递减. 所以 f( x)max

= f(1) = - e. 设 g(x) = ex
x - 2e(x > 0),则 g ′(x) =

(x - 1)ex

x2 ,易得 g(x)min = g(1) = - e. 即有 f(x)≤ ex
x

- 2e.
此组题,从形式上看似乎是不同类型的问题,

但实质是一样的,它们都是通过求函数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来解决问题,是函数最值问题的不同应用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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