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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主体的“三给”数学教学实践
———以“二轮微专题：同构思想在指对型函数中的应用”为例

苏中玲
（重庆市梁平中学，重庆 梁平 405299）

摘 要：在新教材新高考背景下，如何构建高效课堂，体现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重庆市数学教研

员张晓斌提出了“三给”教学策略：首先，给学生内容，利用问题驱动思维；其次，给学生时间，保证学生

深度思考；最后，给学生机会，交流反思思维过程。文章结合高三二轮微专题“同构思想在指对型函数中

的应用”，在“三给”教学策略的指导下，探讨如何构建高效数学复习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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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学生内容，激发学生参与热情

课堂教学受多种元素的影响，归结起来主要有四

种：文本（教材、教辅等）、教师、学生和教育技术。

首先，复习课前，教师要充分了解学情，依据学生

存在的问题精选文本（数学问题），好的问题能够调动

和启发学生。课堂上做到精讲精练，可以从创设情境，

合理引入；精选例题，巩固知识；变式迁移，拓展知识；

总结方法，归纳知识；课后思考，升华知识这五个方面

展开教学设计。为了提高课堂效率和培养学生规范书

写能力，还可使用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

其次，该课程是高三二轮导数章节复习之后对重

点内容设置的微专题复习课，不一定要做到面面俱到，

而是要把握重点、聚焦难点、力求突破难点。课程主要

复习解决不等式恒成立求参数的取值范围、证明不等

式的一种思路：指对函数同构。通过对指对函数同构问

题的多级设计，实现知识的层层解析，思维的步步深

入，方法的自然迁移。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面对新问

题时主动联想已解决问题运用的各种策略，通过观察、

判断、分析、比较寻得新问题的解决方法，让学生学会

识别题目的类型、联想方法，在不同的复合情境中抓住

题目的本质，寻找解题的规律，“以不变应万变”。

最后，此课的授课对象为高三物理方向实验班的

学生。学生此时刚好复习完函数部分的所有知识点，会

画简单函数的图象，会通过图象研究、理解函数的性质

对所涉及的基本题型有一定基本且清晰的认识，但在

深刻度上还有所欠缺。按照新高考的要求，教师在教学

中要引导学生归类题型，总结方法，注重题与题之间的

连通性和变通性，从而在浩如烟海的数学题目中寻找

解题的规律。

由此可见，给学生问题，即创设适当的问题情境，

把握好学生学情，通过教师有效组织教学，使教学各要

素有机结合，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努力做到理解

文本、理解学生、理解教法和理解技术（信息技术）才能

打造好高效复习课堂。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高三二轮复习对知识的

梳理不建议让学生自主复习，也不建议教师直接告知

学生一些定义定理或知识点简单罗列。在班级示范课

中，教师采用问题导向，以2020年全国二卷（理科）第11
题改编后作为引例1，让学生参与知识的梳理过程，用
问题驱动思维，展示同构思想的形成过程，展示解题方

法规律发现过程。下文是课堂引入片段：

师：代数变形是化归函数、方程和不等式的重要手

段，今天我们一起来研究一类特殊函数的代数变形求

解策略。首先我们来看引例1（投影并留1分钟思考）：
引例1（2020全国卷2第11题改编）
若2x-2y-3-x+3-y<0，则（ ）

A. ln（y-x+1）>0 B. ln（y-x+1）<0
C. ln x-y >0 D. ln x-y <0
师：请同学来说说解题思路。

生：移项，将含不同变量的式子分离到不等式的两

边，两边就自然就变成了相同的代数形式。

再构造新函数f（x）=2x-3-x，则原不等式可化为f（x）<
f（y），接下来利用的单调性，即可比较x与y得到x<y，故
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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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观察不等式有几个变量？我们遇到这类不等式

可以怎样处理？（若学生对本题观察不出结构特点则需

教师提示相关思路）

生：这个不等式里面有两个变量x和y，遇到这类不
等式需要移项变形向相同结构转化。

师：由此可见，处理原始形式如φ（m，n）≤0，可等价
转化为f（a）≤f（b）使左右两边结构相同。本例中已知的
不等式即原始形式，变量x，y对应这里的变量m，n。通过
构造新函数f（x），利用函数的性质（如单调性、奇偶性
等）实现问题的解决。

设计意图：通过这个问题，让学生回忆构造函数的

基本方法，让学生参与知识构建的过程。对回答错误或

者不会回答的问题产生更深刻的印象，引导学生应用

函数思想解决不等式问题。这是一个逐步拓展的问题

串，让学生学会从特殊拓展到一般，这比直接机械地复

习知识要点更能促进学生思维的形成。

师：事实上我们还会在题目中遇到指对数函数共存

的情况，我们能否借助这种转化相同结构，构造新函数

思想来思考呢？比如引例2：
引例2 方程ex+x-2=0的一根为x1，方程lnx+x-2=0的

一根为x2，则x1+x2=________。
预设问题：请学生来说明解题思路。（不同层次的

学生生成不同的思路）回答有困难的学生可以继续追

问：由已知条件可以得到什么数学关系式？

生：由已知可得ex1x1-2=0（1）和lnx2+x2-2=0（2）。
师：（引导学生观察）它们在结构上有什么异同？

生：相似的结构，区别在于一个是ex，一个是lnx。
预设问题：如何搭建指对数之间的桥梁？可以构造

相同函数来解决吗？

生：x=elnx=lnex（x>0），
从而ex1+x1=2（3），lnx2+x2=lnx2+elnx2=2（4），
令f（x）=ex+x，则由（3）（4）可得f（x1）=2，f（lnx2）=2，即

f（x1）=f（lnx2），又f（x）=ex+x在R上单调递增，所以x1=lnx2，

将lnx2=x1代入（2）得x1+x2=2。
设计意图：再次引导学生从结构上把握问题，通过

学生与问题互动，独立思考类别分析，将方程问题划归

为函数问题进行求解，给学生时间思考，给学生方法思

维，体会函数思想在解决方程问题中的应用。

二、给学生时间，让学生主动思考

学生通过引例1和引例2的互动交流，明确了同构

思想在解决不等式、方程问题中的应用，但在一些有难

度的问题上，还需要时间去深度思考。否则课堂就变成

了教师主讲，学生被动接受，缺乏思考的主动性，下面

是例题1的课堂教学。
例1（2021湖北八市3调）

设实数t>0，若对任意的x>0，不等式e2tx- ln2+lnx
t
≥0

恒成立，则t的取值范围为______。
教学安排：出现问题后，给学生时间，让学生独立

思考，然后分享观点。

生：由题意得te2tx≥ln2x（t>0，x>0），2txe2tx≥2xln2x结
构很相似，但无法划归到函数问题。

师：左边含指数式，右边含对数式，为了使两边化

为相同结构，需要统一成指数形式或对数形式，如何统

一，可以从指对数的定义入手分析。

生：根据对数恒等式可得：2txe2tx≥2xln2x=eln2xln2x，
从而令f（x）=xex，

则有f（2tx）≥f（ln2x）f′（x）=（1+x）ex，

f（x）在（-c，-1）t，（-1，+c）l，
· x>0，t>0， 2tx>0，F（2tx）>0。

当0<x≤ 1
2
，ln2x≤0， f（ln2x）≤0，

恒有f（2tx）≥f（ln2x），

当x> 1
2
，ln2x>0，要使原不等式成立，

则必有2tx≥ln2x，

 恒有2tx≥ln2x，t≥ ln2x
2x
rt≥ （ ln2x

2x ）max
，

易求得 （ ln2x
2x ）max

= 1
e 。

设计意图：本题相对引例而言，结构上观察难度相

对较大，需要对原不等式进行恰当变形（凑项），这是学

生解决问题的难点。教师给学生时间进行独立思考，通

过交流不断提高分析转化问题的能力，做到对问题深

度思考。

三、给学生机会，交流展示思维过程

例2（2020年山东高考21题）
已知函数f（x）=aex-1-inx+ina。
（1）略；（2）若f（x）≥1，求a的取值范围。
预设活动：本题难度较大，常规方法较烦琐，让学

生先独立思考5分钟，再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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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过程中巡视指导学生，创造同构利用函数的

性质解题。

师：请小组派代表展讲，并分享交流问题解决的探

究过程。

生：不等式等价于aex-1-lnx+lna≥1，为了化同构，我
们根据前面的经验，需要把指数式和对数式分开，于是

得到aex-1+lna≥lnx+1，考虑到指数式的指数为x-1，于是
两边加了x-1，得到aex-1+lna+x-1≥lnx+x，此时左边指数
式中的指数x-1与lna+x-1相差一个数lna，同时指数的
系数有个a，于是得到ex-1+lna+（x-1+lna）≥lnx+x=e lnx+lnx，
令g（x）=ex+x，根据函数的单调性可得lna>lnx-x+1，再构
造函数h（x）=lnx-x+1，利用导数求出函数的最值，即可
求得a的范围。
设计意图：本题同构特征不明显，需要学生利用配

凑法结合对数恒等式进行化归，难度较大。设计独立思

考时间，目的在于让学生深度思考；给学生交流机会，

设计交流互动环节，目的在于通过生生活动，逐步思考

发现解题方法。本题还有其他3种解法，相对而言同构
法更好操作，但需要学生熟练掌握配凑技巧。

四、教学反思

本堂课“同构思想在指对型函数中的应用”是在系

统复习的基础上，打破原有的知识体系，围绕函数性质

中的重、难点知识进行细化，以达到提高复习的针对

性、全面性、有效性。

（一）创设适当的问题情境和数学问题，利用问题

驱动学生思维

进入高三二轮复习阶段，学生对数学的主干知识

已经相当熟悉，但在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方

面，还有待提升。教师给学生内容，本质是课堂上为学

生创设适当的问题情境和数学问题，采用问题驱动，引

发学生思考和交流。

众所周知，教学情境和数学问题是多样的、多层次

的。本堂课引例1引编了2020年全国卷2第11题，采用了
学生熟悉的不等式背景，属于较复杂的问题，需要学生

通过移项、变形，构造结构相同的式子，并运用函数思

想将问题等价转化，揭示问题的本质，从学生的课堂表

现来看，学生已经初步掌握了同构的意识和函数思想

方法。引例2是方程根的问题，从结构上看，比引例1的
结构更相似，不同点在于，指对数式的差异，引发了学

生的积极思考和交流，面对认知冲突，通过探究分享，

学生在指对数式之间架起了一座同构的桥梁，从而实

现了问题的同构转化。两个引例的使用体现了由浅入

深、循序渐进的思维过程，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数

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堂给予学生充分思考时间，让学生真正成

为课堂的主人

新课程标准提倡教师把教学活动的重心放在促进

学生学会学习上，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学生学习方式

的多样化，不仅限于讲授和练习，还包括引导学生阅读

自学、独立思考、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等。

本堂课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多次采用学生独立思

考、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等学习方式，这些学

习方式与传统教学相比，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但是如果学生没有经过独立思考、动手实

践、自主探索，那么合作交流时学生常常无话可说，致

使合作交流形同虚设。因此，本堂课在学生交流前，教

师给学生充分的时间深度思考，待学生有了自己的想

法后，再开展合作交流，才有了后来课堂上学生的精彩

表现。

五、结语

学生学习数学的过程是一个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和

生本互动的过程，学习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错误。只有

将这些课堂中出现的错误充分暴露，展现学生真实的

思维过程，学生才能真正掌握所学知识，甚至在错误中

创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而这些过程都需要时间

的验证，显然这需要教师转变教学观念，即使是高三二

轮复习课堂，仍要还时间给学生，真正落实多样化教学

方式，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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