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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数学函数与导数部分的教学工作中,对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要求较高,教师往往

要兼顾两者,导致学生对函数与导数产生抽象、复杂的印象,在解题中导致思维出现矛盾现象,因此

本文对函数与导数部分教学中的逻辑推理素养培养教学实践进行探究,以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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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中数学函数与导数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逻辑

推理素养需要本着科学的教学方法. 在高中阶段常

用的数学思想方法中,与提高逻辑推理能力密切相

关的是分类讨论思想、类比思想、归纳思想和推理思

想,这些思想方法在函数、导数中的应用十分广泛,
因此需要本着这些数学思想来主导教学实践.

１ 高中数学函数与导数教学的发展趋势和主

要问题

１. １ 函数教学的趋势和教学问题

１. １. １ 函数教学的基本趋势

高中函数本质是一种数学模型,教学目的是培

养学生们将各种变量通过相互关系建立某种存在客

观规律的模型,并学会用数学语言进行表述和解答.
函数自身也衍生出一种数学思想———函数思想,并
且贯穿于整个高中数学知识体系当中,根据统计,在
历年高考数学试卷中,应用函数相关知识解答的题

目分值约占总分的 ５５％左右,可见函数的重要性.
１. １. ２ 函数教学中的教学问题

函数的基本特性是描述对应关系与动态变化过

程,高中阶段函数思想已经不局限于程序化计算和

唯一答案,而是进入抽象层面描述对应关系和范围、
趋势,学生在学习方向上转弯困难,是导致教学效果

低下的主要问题.
１. ２ 导数教学的趋势和教学问题

１. ２. １ 导数教学的基本趋势

导数又称导函数值,抑或是微商.教师应当在日

常备课中充分重视对导数教学的理解,近年来高考

数学试卷中增加了考查学生导数能力的分值,集中

体现在增加了函数极值、最值、增减性、单调性等问

题的分值比例,除此之外,在物理题、综合题中增设

导数解题的小题也是一大趋势,尤其是压轴题,可见

导数日益成为高考重点考察内容.
１. ２. ２ 导数教学中的教学问题

导数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与繁琐性,高中数

学教学中导数教学属于函数知识上的进阶,只有充

分掌握和运用函数知识与思想,才能发挥出导数知

识在高考中的价值.所以,要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提高

对导数的重视程度,归根结底还是要真正培养学生

的函数思想,作为导数的基础性内容,只有抓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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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和非本质特征,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解题方法.
充分掌握函数思想后,学生才能站在更高的高度认

识导数中的变化.

２ 高中数学函数与导数教学中的教学难点

２. １ 高中数学中的函数教学的难点

２. １. １ 辐射面广泛

高中函数是贯穿教学知识点的骨架性数学思

想,串联了数列、不等式、复数、高中几何等主要数学

知识点,使得高中函数在各类题型中无处不在,高中

学生在日常练习中很难脱离函数思想,通过教学实践

观察,部分学生由于对函数思想理解不深,导致对各种

知识点的题型的认识陷入了孤立状态,不能很好地联

系其它知识点进行共性研究,导致解题思路狭窄.
２. １. ２ 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高中数学教学中函数题型最常见的就是函数在

各种知识点之间的相互转化,由于作为一种揭示相

互关系的数学模型,因此函数题型不局限于关系的

某一固定方,在函数的本质特征基础下进行非本质

特征的转变设计,是很多高考题型的固定设计思路.
由于非本质特征的转变往往比较隐蔽,需要较深的

核心素养才能够洞察这些不太显著的变化形式和内

在规律,根据教学经验显示,许多高中生审题时往往

卡在转变后数学知识的对应关系上,因此高中数学

教学中的函数关系变化本质上深度关联数学学科核

心素养,学生要根据变化的特征和现有条件去研究,
根据相关知识推理函数关系的变化形式,在变化中

揭示规律.
２. ２ 高中数学中的导数教学的难点

２. ２. １ 内容相对抽象

高中数学知识体系中导数不占主要地位,导数

属于链接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之间的过渡性知识内

容,是高等数学微积分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高中学

生而言,导数概念抽象,部分学生学习函数已经非常

吃力,再去认识和理解导数存在客观上的困难,甚至

部分学生放弃对导数的钻研.应该看到,学生如果在

函数知识和能力方面没有做到熟练掌握,那么在导

数方面的认知结构和解题能力也很难有所突破.
２. ２. ２ 学科难易程度跨度较大

导数作为微积分的基础知识与内容,如果高中

生不掌握一定的导数思想,那么对大学阶段学习高

等数学会带来一定困难.根据教学实践显示,导数教

学的主要难点在于学生基于函数思想变化去建构导

数概念的能力不足. 学生虽然对导数知识有了一定

程度的了解,但由于函数思想与微积分思想的难易

程度有所差别,所以在高中阶段学生对导数的理解

与运用始终存在困难.

３ 高中数学函数与导数教学中的教学策略

３. １ 理清方法与思想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无论是函数还是导数的概念或者规

律,都要辨析清楚哪些教学方法针对于数学思想,哪
些针对于技巧应用.例如导数中抽象概念很多,与思

维逻辑性相关的分类讨论、归纳总结、推理思想并不

直接作用于数字或公式本身,而解题技巧是为了证

明逻辑思想而采取的执行方法,教师应首先积极培

养学生对方法与思想的认识,思想是带有指导性的,
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目的,从而使学生形成多元

化思维面对各种数学问题.
３. ２ 引入可视化变式教学

函数的基本思想就是学习对象的变化,一般函

数问题的考察目的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最表层的考

察目标是学生是否掌握出题对象非特征变化的内部

规律,进而考察学生是否能够自由进行学习对象的

各种形式变化.变式教学是借用不同形式直观体现

函数变化趋势,并标注哪些是函数本质特征,哪些是

函数的非本质特征,函数在发生变化后,非本质特征

发生了哪些变化,能够采用可视化教学为学生揭示

函数变化中的科学规律,以增加学生的体验感和认

知深度,这种可视化变式教学有利于学生直观感受

高中数学函数中的内部规律.
３. ３ 重视过程教学

高中数学课的教学过程大多内容相似,对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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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抽象的函数或导数知识,必须依赖讲授法进行讲

解,没有取巧的余地.而这些理论知识的表现方式变

化多端,很难因为学生掌握某些典型题型就认为学

生已经掌握了函数思想.因此,教师在讲解函数内容

时务必将知识之间的内部逻辑递进一一剖陈,分段

进行设计、分析与渗透,宁可多花费一些教学时间也

要让学生掌握梳理内部关系的思维路线和技巧.
３. ４ 特色习题加深对抽象概念的理解

高中函数与导数的学习成果不能只依靠教师的

讲授法和演示法,即使有成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思

路,也要通过练习法来巩固学生已经习得的数学思

想,尤其是在数学思维逐层次深入时,都需要掌握相

应的解法.在习题训练方面进行科学的设计与把握,
对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还是比较有效的.

４ 高中数学函数逻辑推理教学法

４. １ 正确逻辑法

高中函数的解题方向、解题角度丰富,提倡打破

单一解题方法,发展想象力与创造性,基于逻辑逐层

深入地解决一个或多个问题,从而解决一道复杂多

变的函数题型.这个逻辑思维模式成立的条件是逻

辑正确、严谨,充分考虑到可能导致疏漏、不严密的

所有现象.
４. ２ 选位切入法

由于函数涉及知识点的广泛性,高中数学中的

许多函数题,题干中所提供的条件往往足以支持两

种以上解法.根据教学经验显示,许多学生在选择解

题方法时,往往出现同时考虑两种解题思路并进行

杂糅,这是一个容易导致失分的误区.在审题后学生

可以选择一种解法进行切入,但同时考虑两种不但

起不到触类旁通效果,还容易导致逻辑思想出现矛

盾之处,降低推理的准确性.
４. ３ 关注定义域法

在高考函数题型中,判断多个函数是否为同一

函数是每年必考的一种基本题型,重点考察学生对

函数的概念性理解.一般情况下,在解决此类问题时

候,着眼于定义域或者值域是快速找到解题思路的

一种常态化思维.

５ 高中数学导数逻辑推理教学法

５. １ 数形结合法

数形结合思想有利于将抽象化的导数梳理为直

观的可视化图形,在正式考试中,一般小题中出现诱

导学生做图转化时,往往不需要引入数形结合思想,
但在综合大题中,做图往往能够起到关键性的转化、
简化作用.
５. ２ 存疑法

由于导数过于抽象、复杂而且高中学生难以熟

练掌握,因此一般高考试题出题者都考虑了高中学

生精力不足的问题,因而一般考察并不倾向于深入

思辨或强行计算,而是偏重于对导数概念、公式和判

断条件的考察. 例如通常会有研究某个函数在点 ｘ
＝ ０ 处是否有导数,有导数则求解,没有导数则说明

理由.这种题型一般是计算起来很简单的概念考查

题,或者无需计算也可判定,因此学生在面对导数试

题时,应首先怀疑此题是否需要具体计算.
高中函数与导数教学需要通过具体的教学方法

来渗透数学思想,以拓展学生的眼界,同时锻炼逻辑

推理素养.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要通过将具体的例

题设计向学生传递数学思想,并且数学思想通过具

体整合手段形成环环相扣的具体步骤,优化学生的

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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