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核心素养培养，优化教学过程设计
——以“对数函数及其性质’’为例

⑩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 孙文彩

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是数学课程的核心，提升学

生的核心素养是每一位教师、每一节课堂教学持续不

断的追求．本文试图就课堂教学，基于核心素养与教

育价值导向，基于教学结构设计，并以“对数函数及其

性质”的教学设计为例，谈谈对核心素养的培养与优

化教学过程的一些思考，旨在抛砖引玉．

一、核心素养的培养与落实是整个课堂

教学的核心

2018年1月，《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

版)》明确提出了数学学科的六个核心素养：数学抽象、

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数据分析．

因此站在“数学育人”的高度，就要立足课程标准，深刻

理解分析教材蕴含的核心素养，精心规划整个教学活动

的过程，构建富有创造意义的教学结构设计．图1是“对

数函数及其f生质”内容所蕴含的学科核心素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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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从教学整体上来看，核心素养是一个涉及面广、内

涵丰富、有机综合、持续不断的整体概念，决非一日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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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之效．但从教学局部上来看，核心素养又是一个可以

实施操作落实到每一节教学过程中的局部概念．

析出教学内容(载体)的核心素养，让课程目标明

确，教学主题鲜明突出．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落实数

学课程的总目标．

二、教育价值与功能的挖掘是落实课程

教育目标的关键

落实立德树人的过程，就要深入挖掘学科育人功

能．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的载体，既是进行教学的重

要依据，也是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资源，充分挖掘教

学内容的教育价值及其所蕴含的教育思想与方法，从

宏观上理解和驾驭教材，在微观上设计与落实教育目

标，实现多元化的培养目标，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尽可能地使课堂教学教育价值最大化、最优化．

图2是以“对数函数及其性质”为例进行的教育

价值与功能图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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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明，本节课表现突出的教育价值与功能是

数形结合思想、函数与方程思想、分类讨论思想的运

用，其次就是类比思维、特殊到一般数学逻辑方法的

应用．

教材是死的，而教师是活的．教学设计的目的就

是要利户H数学知识的载体，认真分析载体的教育价值

与功能，根据学情，在学生已经学得的知识与经验中，

找到便于学习新知识的数学思想与方法，设法帮助学

生把新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体验与感悟，这就是教学设

计．

三、教学结构设计的雕琢是实现教学过

程最优化的重要手段

结构设计是一种用图形表示其课堂教学的发展

顺序及其所完成的教学环节的图形．这种流程图能将

整节课的结构流程简化呈现，环节清晰，重难点结构

呈现分明，核心素养与教育价值的体现也一目了然，

非常便于教研分析，设计比较，更方便于课堂优化与

学案设计．

目前大多数对“教学设计”的研究局限于“操作

教案”的研究．2014年有文章曾提出过流程图教学设

计思想，但国内外基于“教学结构设计”的研究案例

并不多．如果教学结构设计的出发点、侧重点、教学

目标与视角不一样，其教学结构流程设计就会呈现

多样化的现象，教学内容操作设计也会出现变化多

样的模式．著名教育学家叶圣陶说过“教学有法，但

无定法，贵在得法”，我们想其深层的内涵正意有所

指．教学结构流程设计才是执行教案设计的前提与

关键．图1、图2均是结构设计分析工作的一部分，图

3是以“对数函数及其性质”为例的一种教学结构时

间与环节的设计图．

图3是经过教学实践检验了的一个《对数函数及

其性质》教学结构设计图，该设计图的课前与课后的

研讨与细化极为方便，整个结构图分为导人、一次建

构、二次建构、总结四个部分．结构设计充分体现了系

统科学与工艺流程设计的思想，充分渗透了学科核心

素养与教育功能分析的一些结论．如第四个教学环节

“探画图象”，对第二次建构起着承上启下的“联结”作

用，南“数”的角度转向“形”的角度认识对数函数，数

形结合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如第五个教学环节“发

现性质”，这是一个开放的教学环节，让学生观察、分

析、类比、发现，培养了学生的直观思维与观察分析问

题的能力，给教师与学生都提供了强大的舞台展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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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教师需要不断诱导、启发，不断捕捉从学生那里涌

现m来的各种信息，激发兴趣，以达到教学的“蝴蝶效

应”．

用“整体、结构、设计”的思想去分析“教学过程”

的方法，是一种值得推介的教学设计方法；在此基础

上用什么内容去导入，用何种手段让学生探画图象，

用什么题目去理解应用，则是教学操作设计的内容

了，一步一步将环节具体化就形成了教案设计，即教

学操作教案的内容．

四、教学素材的科学遴选是提高教学质

量的重要保证

1．温故知新(第一个环节)

指数函数的定义：一般地，函数y一“。(“>0，且

“≠1)叫指数函数，其中指数j-是自变量，定义域是

R

其图象与性质如下表(用PPT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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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域 R

值域 (0，+。。)

过定点 过定点(0，1)，即T一0时，Y一1

单调性 在R上是增函数 在R上是减函数

性
奇偶性 非奇非偶函数

质

对称性 函数图象没有对称性

周期性 函数值没有重复性

有界性 函数值均在z轴上方

渐近性 函数值无限逼近St"轴(T一±。。)

2．创设问题情境引入对数函数概念(第一个环节)

我们知道碳14按确定的规

律衰减，其半衰期为5730年，所

以生物体死亡z年后其体内每

克组织的碳14含量Y可表示为

／]、三5730
Y一(寺) (z≥o)．

我们在考古时，如果知道古 图4

生物体内碳14的含量Y，一般根据此公式就可推测古

生物死亡的时问T的关系式为z=logmc伍y(y>o)．

问题1：此等式中z是Y的函数?为什么?

设计思想：情境是产生数学概念的前提，通过背

景材料(考古)创设问题情境，呈现给学生刺激性的数

学信息，引起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引发学生思考，感

受数学．

3．对数函数概念的建构(第二个环节)

对数函数：一般地，函数Y—logJ(“>0，且“≠

1)叫对数函数，其中．7C是白变量，定义域是(o，+oo)．

问题2：对数函数Y log一(以>0，且以≠1)与指

数函数Y一“7(d>0，且“≠1)有哪些关系?

设计思想：引导学生用方程的思想去观察、分析，

得出指对数函数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是本节课的重点

之一．

4．概念辨析、理解与应用(第三个环节)

练习1：求下列函数的定义域．

①y—log。(4一z)(“>0，且“≠1)；

②了一19(z 2—3z+2)；

③3y—lg(a一1)+lg(a一2)．

练习2：若对数函数Y log一(＆>0，且a≠1)经

过点(1 6，2)，求此对数函数的解析式．

练习3：下列函数与Y—T有相同图象的一个函数

是( )．

A．v一∥■ B．Y一二

C．Y一以“’％2(以>0且a≠1)D．y—log。盘。

设计思想：用自己已有知识过滤和解释新知识、

新信息，直至同化它，并形成自己的认知结构．

5．探画函数的图象(第四个环节)

请在同一坐标系中画出下列两个对数函数的图

象(列表描点法)．

1 1
jr

___—— ___—— 1 2 4
4 2

Y—logso

Y—log!T

J
、了

n
一

图5

问题3：观察所面出的函数图象，类比指数函数，你

发现对数函数具有哪些性质?

设计思想：从数与形两个角度来认识“对数函

数”．

6．观察分析，发现性质(第五个环节)

通过图象，观察出对数函数Y log拉(以>0，且a

≠1)的一些基本性质(启发、诱导学生自我观察、自我

发现性质)

“>1 0<“<1

一；

J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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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域 (0，+。。)

值域 R

定点 过定点(1，O)，即z一1时，Y一0

在(0，+。。)上 在(0，+。。)上
单调性

是增函数 是减函数

性 函数值 当O<St"<1时，Y<O； 当0<St"<1时，Y>O；
质 的变化 当T>1时，Y>0 当T>l时，Y<0

奇偶性 非奇非偶函数

对称性 函数图象无对称性

重复性 函数值无重复性

有界性 函数的图象均在Y轴的右侧

渐近性 当z一0时，函数值无限逼近Y轴

设计思想：通过老师的启发、诱导，师生的交流，

使学生完善对数函数性质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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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性质的辨析、理解与应用(第五个环节)

练习1：求下列函数的定义域．

①y一,／2一ln(3一z)；

∞一高。
练习2：比较下列几组函数值的大小．

①l0924．5，l0928．6；

②10＆5．1，lo＆5．4．

练孤已知a 21"Z,b(丢)吨8—2l0952'则
口，b，c的大小关系为( )．

A．C<b<o B．c<以<b

C．b<n<c D．b<c<n

练习4：函数Y=ln(1一z)的图象大致为( )．

A． B． C． D．

设计思想：学数学的过程是学生头脑中主体构建

认识的过程，是用自身的创造活动去感受数学，是领

悟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

8．课堂小结(第六个环节)

(1)对数函数的图象与基本性质．

(2)感悟数学思想，彰显学科价值：函数与方程思

想、数形结合思想、分类讨论思想．

(3)体验多种数学方法的应用：类比思维、特殊到

一般、具体到抽象．

(4)以形助数，以数辅形，从数与形两个角度加强

对数函数的认识．

设计思想：反思自己的思维学习过程，形成辩证

思维方法并形成数学思想方法，这才是教学的核心．

五、设计的思考与反思

现代教学设计反映着教师的各种先进的教育理

念和教学策略，映射着教师的各种教学思路和轨迹．

由于课堂的发展性、生态性、生成性、差异性、开放性、

反思性等形成了现代教学结构设计的本质特征，进行

“结构设计”的工作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实践意义，

是课堂教学的基础与前提，它决定了操作教案的基本

，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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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页) 发现其中蕴含的共性和本质，从而归

纳总结出一般结论．在猜想、论证、归纳的过程中让学

生体会特殊到一般的数学思维途径．同时将抛物线中

直线过定点的模型类比推广到椭圆、双曲线，提升知

识的迁移能力，促进了思维品质和逻辑推理素养的提

升．

2．数学运算

如果说推理是数学的命根子，那么运算就是数学

的童子功，它是解决数学问题的基本手段．解析几何

的基本思想是用代数的方法研究几何问题，所以对数

学运算能力要求很高．本节课通过不断地数学运算论

证我们的推理，而且在教师的引导和学生对比中寻找

更简洁的运算方法，使学生掌握一些计算技巧，有效

地提升了学生数学运算的正确性和简洁性．

3．数学抽象

本节课学生从具体的情境中抽象出抛物线中过

定点的一般规律和模型，积累从具体到抽象的经验．

从形的角度概括过定点的模型，从数的角度就是斜率

之积和斜率之和为定值的计算问题．在抽象概括中培

养学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习惯，把握定点模型的本

质．感知直线过定点过程中也离不开直观想象，以下

不再赘述．

4．数学建模

本节课虽不是通过数学建模解决实际问题，但抽

象概括出圆锥曲线中的过定点的模型后，我们再碰到

一些有关垂直、斜率之积(和)为定值的问题时，学生

可以有建模的意识，知道本质是过定点问题．如2020

年新高考全国卷I的第22题的第二问中就是常见的

一个过定点的模型，A(2，1)在椭圆C上，点M，N也

在C上，且AM-．AN，只要有建模的意识，推导出弦

MN过定点，后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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