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概念教学，聚焦数学抽象
——“函数的奇偶性"的教学设计与思考

◎江苏省苏,11·I中学园区校 陈园园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数学

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与数

据分析六大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其中，数学抽象作为

数学产生和发展的思维基础，反映了数学的本质．新

课标同时指出“数学抽象的主要表现为：获得数学概

念和规则，提出数学命题和模型，形成数学方法与思

想，认识数学结构与体系”．数学概念蕴含丰富的数学

抽象思想，数学抽象贯穿数学概念生成的全过程．因

此，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应立足教材，精准数学概

念的教学，为发展学生的数学抽象素养提供良好的素

材和机会，让核心素养在数学课堂上落地生根．基于

此，本文以《普通高中教科书·数学必修第一册》(人教

A版)第三章第二节“函数的基本性质”中的“奇偶性”

为内容，展开教学设计，阐释在概念教学中如何培养

学生的数学抽象素养．

一、设计说明

“奇偶性”是“函数的基本性质”的第二部分，第一

部分是“单调性与最大(小)值”．本节的教学目标与函

数的单调性是一脉相承的，即通过数学符号语言描述

函数的图象性质并形成定义，这也是研究函数性质的

一般过程与方法．从初中阶段偏重于直观、静止和形

象地研究函数上升为数形结合地研究函数，由此培养

学生数学抽象与直观想象等素养．函数奇偶性概念的

形成过程围绕以下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用“数”的形式刻画函数图象的对称性；

(二)如何用“数”的形式刻画函数图象的对称性；

(三)应用数的形式研究函数图象的对称性．

将上述问题的探究过程概括起来即：

“具体函数——图象特征(对称性)——数量刻

画——符号语言——抽象定义——奇偶性判定”．

二、教学过程

(一)感知概念

问题1：观察函数f(x)一z 2的图象(图1)，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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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图象有什么特征?

追问：再观察函数y—g(z)的图象(图2)，从整体

上看，它有什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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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从数学内部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观察

函数厂(z)一z 2图象的整体性质——对称性，是研究

奇偶性的思维起点．再利用图2中图象不关于Y轴对

称的翻折实验，造成学生的认知冲突，得到结论：仅从

形的角度(图象)刻画对称性并不精确，需要从代数

(函数解析式)关系角度精确地分析．由此，学生产生

要将图象特征进行“定量刻画”的想法．

(二)建构概念

问题2：回顾函数f(x)一z2的作图过程(列表、

描点、连线)，结合函数值对应表思考，其图象关于Y

轴对称的几何特征如何用f(x)满足的代数关系表

不?

z 3 2 1 O 1 2 3

l厂(z) (一3)2 (一2)2 (一1)2 O 12 22 32

(学生在列表时已经发现厂(一1)一厂(1)，厂(一2)

一厂(2)，进而归纳出，(一z)一厂(z)．)

追问：z代表哪些数?

设计意图：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出发，表格直观地

体现了“数”的对称性，再引导学生对32的任意性进行

确认，体会厂(一z)一厂(z)的内涵．从特殊到一般的思

想是人们发现规律和不变性的重要方法，也是抽象数

学概念的重要过程．

问题3：一般地，如果函数y一厂(z)的图象关于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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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对称，那么厂(z)满足的代数关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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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这是本节课的核心问题．构成图象的

基本元素是点，学生可以将“图象的对称问题”转化为

“点的对称问题”，将“点的对称问题”转化为“点的坐

标的数量关系问题”，从而得到“对定义域内任意的z，

都有厂(一z)一厂(z)”的结论．问题的提出有助于学生

厘清研究函数图象的对称性的认知线索，既有对已有

知识(函数的单调性)的回顾，又为今后学生学习其他

函数性质(函数的周期性等)提供模板，培养学生用

“数学”的方法研究数学．

【学生活动】

预设一：在函数Y一厂(z)图象上任取一点P(z，

厂(z))，那么在图象上一定存在点P 7(一37，厂(一z))，

使得P 7与P关于Y轴对称，从而两个点的坐标关系为

，(一z)一厂(z)．

预设二：在关于Y轴对称的函数y一厂(z)的图象

上取一个点(z，f(x))，则它关于Y轴的对称点是

(一z，f(x))一定在函数图象上，即(一z，厂(z))与

(一37，厂(一z))重合，所以有厂(一z)=f(37)．

(预设一与预设二是对点刻画函数图象的对称性

的不同理解)

【阶段小结】

通过以上的问题，函数图象对称与厂(z)满足的

关系的内在联系．

函数图象 f(x)满足的关系

对定义域中的任意32都有厂(z)一
关于Y轴对称

厂(z)

问题4：请给偶函数下定义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思考，体验用符号语言定义

函数性质的过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数学抽象素养．

一般地，设函数y一厂(z)的定义域为工．若对任意

的z∈工，都有一z∈I且厂(一z)一，(z)，则称函数

f(37)为偶函数(even function)．

(三)深化概念
1

问题5：用类比的方法研究函数f(x)一二的图象
37

的整体特征，并用厂(z)满足的关系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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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图象 f(x)满足的关系

图5

追问：如何理解厂(一37)一--f(37)．

设计意图：在给出偶函数定义的基础上，启发学

生用类比的方法提出奇函数的定义，放手让学生独立

地去经历发现、猜想与证明的全过程，由此建立奇函

数的概念，引导学生再一次领悟这种典型的研究函数

的方法，实现知识的正迁移．

问题5：请给奇函数下定义．比较奇函数、偶函数

的定义，指出共同点．

设计意图：辨析奇函数与偶函数的异同，有助于

学生形成共识：它们都反映了函数的整体性质，定义

域关于原点对称，研究过程都体现了数形结合的思

想，这为学生后续自主探究函数图象的其他对称性提

供了方向和思路．

(四)应用概念

例1 (教材84页例6)判断下列函数的奇偶性：

(1)，(z)一z 4； (2)厂(z)一z 5；

1 1

(3)f(x)一z+二； (4)f(x)一-17．
Z Z

设计意图：让学生掌握判断函数是否具有奇偶性的

两种判断方法，体验应用数学概念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步

骤，体会应用数的形式研究函数图象的对称性的优越性，

并强调解答题需从定义来论证，书写过程要规范．

三、教学反思

1．问题情境是数学抽象的起始点

数学概念是一种基本的数学抽象形式，数学概念

的学习要从若干实例出发，归纳出共同特征，再概括

到同类事物中形成一般性质．本节课采用“开门见山”

的导人方式，从数学内部的实例引出问题，造成学生

的认知冲突，明确引入“数”的形式去研究函数图象的

对称性的必要性，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品质和推理

论证能力．

2．概括归纳是数学抽象的作用点

本节课的问题2与问题3是研究函数图象的对称

性的认知线索，即从观察图象整体性质出发，过渡到

图象上点的坐标的关系分析，最后 (下转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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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建议

1．重视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教学

高考对教学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概率与统计”

这一专题在高考试卷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重，许多概

率试题设计新颖，构思巧妙，故意设置“陷阱”给学生，

这就要求学生重视概念的理解与把握，重视对一些形

同质异概念的辨识，深入理解题意，从而解决问题．另

一方面，数学关键能力是数学学业质量评价的重要依

据．因此，高考数学不仅重视基础知识的考查，还重视

关键能力的考查，数学关键能力是具有数学基本特征

的、适应学生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品质．

学生在学习“概率与统计”板块时逐步形成并完善数

学关键能力，在培养学生的数学关键能力时，需要以

数学基本思想为指引，以数学核心知识为载体，以数

学理性思维为旨趣，以数学基本活动为途径，以数学

核心素养为目标．

2．重视数学思想方法的应用

数学思想是指人们对数学理论和内容的本质认

识，数学方法是数学思想具体化，是数学解决问题的

策略和程序，数学课程标准将数学思想方法列入数学

目标之一，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的灵魂和精髓，是让

数学“化繁为简”的钥匙，它蕴含于数学知识的发生、

发展和应用过程中，它渗透在数学教学的全过程中．

在概率统计这个板块中，主要包括随机思想、统计思

想、模型思想，学会抓住数学思想方法，善于运用数学

思想方法，能帮助我们提高解题能力．因此，在数学学

习过程中要及时培养自己在解题中锻炼数学思想的

习惯，要深人体会教材例题、习题中所体现的数学思

想方法，逐渐培养用数学思想方法解决问题的意识．

还应该系统性地总结数学思想方法，掌握它的本质与

内涵，更好地将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解题时举一反

3．重视核心素养的发展

在学习概率与统计时，应注重发展学生的数感、

数据分析能力、运算能力和模型思想等，为了适应新

时代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还要注重发展学生的应

用意识与创新意识．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适应

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基于数学核心素养的数学教学，要求教师要转化观

念，将“学生为本”的理念与教学实际有机结合，引导

学生多去思考数学，体验数学，才能使数学核心素养

得以有效体现与落实．在教学中要整体把握数学课

程，从一节一节的课时中跳出来，尝试单元教学，将核

心素养真正落实到课堂，落实到教学中．

4．重视问题情境的创设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0ECD)牵头实施的“国

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对数学素养的定义是“在各

种各样情境中能够自觉产生和使用数学的意识，使用

数学概念、程序、事实和工具来描述、解释说理甚至预

测，能够运用数学理智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能力”．学生

的数学素养离不开情境，重视情境的创设，让学生在

情境中理解并应用所学的概率与统计知识．《数学课

程标准(2017年版)》明确指出：“让学生在现实情境中

体验和理解数学．”创设一个良好的问题情境，有利于

促进学生主动地、个性地、积极地学习，不断提升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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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2页) 用符号语言表示并形成数学概念．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经历了从特殊到一般，从零散到

整体，从表象到本质，最终达成了用数学语言对共性

进行表征并形成严谨的数学概念的数学抽象的一般

过程．概括归纳是探求共性的思维，是从具体到抽象

的必然过程．

3．类比迁移是数学抽象的生长点

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从形成学生统一的认知结构

出发，从数学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功能出发，着眼为

“迁移”而教(偶函数的概念迁移到奇函数的概念，奇

偶性的研究迁移到函数其他性质的研究)．学生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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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用数学定义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更要学会概念教学

背后的数学抽象过程，并应用这种抽象思维去类比迁

移探究新的概念，这正是数学抽象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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