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子深度学习理念的高中数学混合式教学研究

■杨

摘要：传统的教学方式就是教师在讲台上讲课，而

学生在下面被动接受．这种教学方式的弊端较多．最重

要的一点是无法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他们是有劲使

不上．但是深度学习以及混合式教学给我们带来了解

决这类问题的曙光，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可以

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要进行学习．本文讨论了基于深

度学习的混合式教学在高中数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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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由于核心素养理念的提出对整个高中数学的

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受高考的影响，不少

学校难免会把重点放在怎么解题、提高升学率上．教师

所用的教学方法与之前相比并没有多少改变，仍然是

以填鸭式教学方式为主，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

听，听完之后再练习，至于学生是怎么想，没有人去关

心．这种教学方法很难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时间长了

反而会产生一种厌学的情绪，会适得其反．

一方面核心素养要求学生有“数学的思维方式，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需要学生多去思考问题，而不仅仅

是解题．另一方面，随着深度学习理论的兴起，给目前

高中数学教学的困境提供一种解决方案．深度学习是

学生自主地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利用自己所学的知

识与技能去解决问题，完全是主动式地学习，根据自己

的兴趣与意愿，不再是像之前被动地接受知识，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学习新的数学知识，可以体会到发现新

知识而带来的喜悦与乐趣．教师在此过程的作用将会

减弱，不像之前一样全程参与，所要做的就是要提前设

计好教学情境，可以让学生全身性地投入，把握好学生

学习的方向，避免做无用功与重复劳动．

近几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在线课程开始大行其道，

大有替代线下课程的趋势．线上课程有其独特的优势，

红

如不受时间与地点的限制，学生完全可以在心情与状

态比较好的状态下，参加在线课程的学习．另外，就是

对不明白的地方是可以反复地观看，直到理解明白为

止，这点也是线下课程无法相比的；在线课程可以使用

的资源有很多，整个网络的资源都可以被利用，不仅如

此，完全可以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在线的数学实

验让学生可以自主地去探索其中的数学知识．

我们可以把深度学习与线上教学有机地结合起

来，形成混合式教学，充分利用两者的优势，相辅相成，

让学生在自主的学习过程中感受学习的快乐．笔者就

从函数的奇偶性出发来谈一下深度学习理念下的混合

式教学的开展．

首先，明确教学的目的．可以从函数奇偶性问题

中，发现求解的思想方法并把此方法推广到一般的函

数变换中去。1 o．通过这个课题的练习与训练，希望学生

可以领会问题求解的思路，不能陷入具体的解题步骤

之中．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需要学会怎么从已知的问

题中去归纳方法、总结经验，最后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

段．简单地说，就是可以悟出问题的道理．我们起始问

题很简单，每个学生都应该会做．

例1 设函数／(石)是一个奇函数，且当石>0时，

其表达式为y=戈2一戈+1，试求函数表达式．

这类问题是有固定的处理方法与相应的求解步

骤．

第1步：把自变量戈设在未知函数表达式的区间

之内，设z<0

第2步：把自变量戈对称到已知函数表达式的区

间中区去，令并’=～戈，则戈’>0．

第3步：计算函数在自变量戈及其对称点戈’处的

函数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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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戈’)=／(一戈)=(一戈)2一(一z)+1=戈2

+戈+1．

第4步：根据题目所给的对称性条件得到厂(戈)，厂

(戈’)两者之间的关系，本题是奇函数，也即关于原点中

心对称，所以有厂(戈)+厂(戈’)=0，从而解出／(戈)即

可．

厂(戈)=一厂(z’)=一(戈2+戈+1)=一z2一戈一1，

(戈<0)

以上四步缺一不可，每一步背后的原因都列举出

来了．相信差不多每个学生都会做这个问题，但是可以

从中提炼出一般思想方法却是寥寥无几．对于例l是

需要教师详细讲解地，当然可以把讲解的视频放到线

上，随时方便学生参考．

其次，搭建深度学习的情境．奇偶性是对称性的特

例，我们第一个拓展就是要从奇偶性到一般的对称性．

而对称性是可以利用图形来表示的，所以在这里情境

设计就可以表示为函数图形具有的对称性，可以轴对

称，也可以中心对称．知道其中的一部分的解析式，去

计算未知部分的解析式心]．

例2设函数，(z)的图形关于戈=一1对称，且当

戈>O时，其表达式为)，=戈2一z+1，试求函数的表达

式．

与例1相对比，整个解答过程需要修改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第2步的对称性需要修改，这里是关于直

线z：一1对称，即生兰：一1j戈’：一2一戈．
二

第二个就是，把第4步中的，(戈)／(戈7)两者间的

关系修改成关于石=一1对称，即两者的函数值相等，

且Ⅱ，(戈)=，(z’)=／(一2一戈)

例3设函数，(z)的图形关于P(一1，1)对称，

且当省>0时，其表达式为y=茗2一x+1，试求函数的表

达式．

与例1相对比，整个解答过程需要修改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第2步的对称性需要修改，这里是关于点

P(一1，1)对称，即自变量满足条件生箬=一1号戈’=

一2一z．

第二个就是，把第4步中的厂(戈)／(戈’)两者问的

关系修改成关于点P(一1，1)对称，即两者的函数值满

足条犁卫娑丛盟：l可(戈，)：2一厂(戈)

若不能顺利求解例2与例3，则可以参考下面的

在线课程部分．

最后，在线课程的建设．我们所谓混合式教学，不

是把课堂上讲的放到网上去．而是把课堂上不方便讲，

或者是需要学生自己动手去探索、寻找规律的内容加

工好再放到线上．这里讲的是图形的对称性．所以可以

直接给出图形，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方便他们去思

考，让他们去操作一下这些对称的图形，看看能否激发

他们的灵感．因为每个人对问题的理解与吸收快慢程

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把感知与体会这部分内容放在线

上，让学生自己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决定怎样使用，教

师没有必要作出硬性的规定．在这里一般是不需要提

供答案，目的只是给学生一种对称图形体验与感知，希

望通过这样的感知可以发现问题求解的规律．

有学生会直接从函数的图形的对称性，把答案写

出来．完全把答案建立在函数图形的基础之上．而且这

部分人还不少，当然结果没有错，但不是我们所需要结

果．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已知部分函数修改

成其他没有明显几何意义的函数，如三次函数，或者稍

微复杂点的函数，如∥(戈)=戈1n戈等．目的就是把学生

的思考方式拉回我们所设计的上来。

当完成一般的对称性之后，我们需要把函数对称

性的概念再次推广，可以得到函数变换的概念，如下所

示：

轴对称：厂(z+口)=／(o一戈)，中心对称：

．f i堡±兰)±』!堡二兰)一^
2

“

可以推广到矿(戈)+∥()，)=y，这里的d，卢，y都是常

数，这里z，y之间也会满足某些关系式，最简单的也就

是线性关系，如：3戈+2y=5．

例4 设y=，(戈)，当戈≤0时，y=一x，当戈>0

时，则有／(戈)一／(戈一1)=1，试求函数的解析式．

与例1相对比，本题已经从原来的函数对称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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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发展到一般的函数变换问题，所以问题本身已经发

生了质地变化，但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并没有改变，这才

是我们希望学生从这些问题中可以归纳出来的东西，

也是本专题深度学习的目标．

原来的问题是把整个定义域分割成两个对称的区

间，但是现在是函数变换，所以根据题目的意思，不是

把整个定义域分成两个部分，而是要分解成无限多个，

其分解如下：

(一∞，0]，(0，1]，(1，2]，(2，3]，⋯，(n，n+1]，

(凡+1，凡+2]，⋯

这里除第一区间是已知函数表达式，其余的都是不知

道的，但是具体的解法又与例1是一样的，不过此时的

未知区间是形如(n，n+1]的形式，其余求解过程都相

同．不过这里只有把(n，n+1]上的表达式求出之后，

才可以计算(忍+1，n+2]上的表达式．这事实上是通

过递归定义的函数．

另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现在对称性变成了函

数变换，所以需要把“把自变量戈对称到已知函数表达

式的区间中区去”修改成“把自变量戈变换到已知函

数表达式的区间中区去”．通常在不同的问题中，所用

的变换是不一样的，例4用的就是最简单的平移变换．

例5 已知以戈)是定义在R上的偶函数，并且

／(x)／(石+1)=一1，当2≤戈≤3时√I戈)=戈，计算

八105．5)，你能否计算出函数在[0，4]上的具体的解

析式?

本题与之前的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非线性关系

的弓J入，且p／(搿)／(戈+1)=一1．

本题与前面的几题从形式上看相差很大，但求解

过程是与前面一致的，问题在于学生能否看出这个问

题与前面的问题相比，是否有共同点∞J．如果对此问题

没有求解思路，不妨使用一下在线课程．可以直接看这

个分段的函数的图形，能否找规律．或者是代人几个特

殊的数，看看从数值上能否找到规则．

在我们的混合式教学的设计中，线上部分以学生

自主探索为主，希望学生通过线上部分的学习可以弥

补直观经验的不足，增加切身的体会．根据这样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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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线上部分不可能是教师讲解为主，主要还是以学生

的操作为主，在学生自己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观察

到这些现象背后的数学思想与方法．可以给他们一种

解决问题的灵感，能够把观察到的现象提升一个级别，

可以推广到更大的范围．

深度学习与线上自主学习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深度学习需要学生有一种学习的热情，在情感有一

定的要求，而线上的自主学习，探索本身也可以给学生

提供一种相对比较轻松地学习形式，不会像在课堂上

教师提问或者是做练习题一样，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

方式来；而且在线探索型问题，就如同过关小游戏一

样，还是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两者之间相辅相

成，深度学习为线上自主探索归纳总结、得到规律与法

则；线上的探索活动为深度学习提供了实践的素材，给

出直观的体验．

深度学习的情景设计是教师全程设计好的，如同

前面的一系列问题一样．同样，对应的线上课程，也不

是把线下课程的录像、视频放到网上就是线上课程．而

是对线下课程的一个有效的补充形式，两者需要相结

合才能更好的完成我们设定的目标．线上课程也是根

据线下深度学习配套设计好的，从实现的角度来看，线

上课程所花的时间、所需要技术要远大于线下课程，所

以开展基于深度学习理念的高中数学混合式教学对教

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要求教师之间开展团队协

作，每人完成一个部分的功能，单凭教师一己之力已经

很难完成这样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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