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函数章节起始课 

 

(一) 数学概念是如何建立的? 

 
 

（二）为什么要建立数学概念? 

 

 

（三）函数有什么样的特征? 如何用函数模型解释、阐述我们的世界？ 

 

 

 

 

 

 

 

(一) 数学概念是如何建立的? 

 

 
 

1718 年约翰·伯努利 对函数概念进行了明确定义： 

由任一变量和常数的任一形式所构成的量 （是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发表的明确 的函数定义）.  

 

欧拉在 《无穷分析引论》 中给出 的函数定义是： 

“一个变量的函数是由该变量和一些数或常量以任何方式组成的解析式.” 

 

 

    



 

 

 

 

 

 

欧拉在 《微分学原理》 的序言中给出 的函数定义是： 

如果某个量依赖于另一个量，当后面 这个量变化时，前面这个量也随之变化， 

则前面这个 量称为后面这个量的函数. 

 

 



 

 

 

 

 

1837 年狄利克雷认为怎样去建 立 x 与 y 之间的关系无关紧要，他拓广了函数概念， 指出： 

“对于在某区间上的每一个确定的 x 值，y 都 有一个确定的值，那么 y 叫做 x 的函数．” 

狄利克雷的函数定义，出色地避免了以往函数定义中所有的关于依赖关系的描述，简明精确，以完全清晰

的方式为所有数学家无条件地接受．  

至此，我们已可以说，函数概念、函数的本质定义已经形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经典函数定义. 

 

 

 

 

 

 

 
 

 

 

 



 

 

 

 

 

 

 

1930 年新的现代函数定义为： 

若对集 合 M 的任意元素 x，总有集合 N 确定的元素 y 与之对 应， 

则称在集合 M 上定义一个函数，记为 y = f（x）． 

元素 x 称为自变元，元素 y 称为因变元. 

 

 

 

 

 

 

 

 

 

 

 

 

 

 

 

 

 

 



（三）为什么要建立数学概念? 

 

世界上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化.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因为河水在流动，第二次踏入的已经不是上次的河流了. 赫拉克利特用生动的比喻说明一切

都在不断地变化. 但他没有把概念说清楚. 什么叫同一条河流？ 昨天的黄河和今天的黄河

是一条河还是两条河？早上的你和晚上的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古人已经感觉到了事物的

运动变化和保持相对稳定性质之间的矛盾，但由于尚未找到合理地刻画运动和变化的方法，

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运动和变化. 直到 17 世纪，数学中出现了变量与函数的概念， 人们才

掌握了精确地描述和刻画运动与变化的工具.  

 

每个数学概念和公式的背后都有它的故事： 

或许源于一个灵感；或许是几代人甚至是几个世纪人们共同努力使之完善的过程；或许是中

外数学家的一些共同思考. 函数概念的定义经过多年的锤炼、变革，形成了 函数的现代定义

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函数概念发展 的历史终结. 因此，随着以数学为基础的其他学科的发

展，函数的概念还会继续扩展. 

 

正如恩格斯所说: 

“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尔的变数。 

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 

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 

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了。” 

 

 

 

 

 

 

 

 

 

 

 

 

 

 

 

 

 

 

 

 

 

 

 

 



（三）函数有什么样的特征? 如何用函数模型解释、阐述我们的世界？ 

1. 研究一个数学对象,首先必须明确这个数学对象是什么? 

这是我们本节课已经探究过的内容。  

 

2. 如何分别用数学语言、符号语言、图形语言表示一个函数呢? 

 

3. 澄清基本概念和表示方法之后,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研究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一种比较简单的研究方法是以图识性,作出函数的图像(简图),通过图像(简图)观察和分析

函数的性质(初中大家学习的增减性质就是函数的一种常见性质)。 

也可采用第二种方法:依性作图。先通过量化的方法研究函数的相关性质,而后根 

据性质作出函数的简图。  

第二章的 2.2节介绍了函数的两种常见性质:单调性和奇偶性的研究方法。  

函数的性质有很多,为什么只重点研究函数的这两个性质呢? 

因为这两个性质是函数最为基本的性质,正如《水浒传》里有 108将,但是只对武松、鲁智深、

林冲等十几个人着力刻画,这是文学家的方法,也是数学家的方法。 

 

4. 基本初等函数的图像和性质 

 研究了函数的基本性质,建立了研究函数图像和性质的两条基本路径(以图识性、依性作图)

之后,要尝试自己来动手研究几个具体函数的图像和性质了,这便是我们即将要研究的教材的

第三章内容:指数函数(3.1 节)、对数函数(3.2节)、幂函数(3.3节)。 

通过对这三个实体性函数模型的研究,进一步体会函数图像和性质的基本研究方法, 

进一步形成研究的方法论。 

 

5. 数学要回归生活。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会有它存在的正面价值，函数有什么样的应用呢?数

学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源于数学内部的发展,一条是源于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 

所以最后一部分内容在阐述函数应用时也同时兼顾了函数在数学内部发展的应用, 

也考虑了其在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