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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谈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教学整体把握
◉南京市陶行知学校 罗 尉

  摘要:二次函数是初中函数教学主题中的重要内容,需要以大单元视角进行教学整体把握,才能更好地让学生体会到函

数教学主题内容的整体性、逻辑的连贯性、方法的普适性、思想的一致性、思维的系统性,积累基本活动经验,形成科学的思

维习惯、发展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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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２２版)》(下简称新课

标)在教学建议中特别提出“教学目标的设定要体现

整体性”,“改变过于注重以课时为单位的教学设计,
推进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体现数学知识之间的内在逻

辑关系,以及学习内容与核心素养表现的关联”．基于

此,笔者结合“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教学实际谈谈

以单元主题教学来实现教学整体把握的实践与思考．

１教学分析

１．１已具备的认知水平和活动经验

在一次函数图象的研究过程中,学生已经体会到

“列表—描点—连线”是画任一函数图象的“通性通

法”．在反比例函数图象与性质的研究中,学生根据函

数表达式的结构联想函数图象的形结构[１],再借助通

法画出函数图象,从“由数想形”到“由形定性”,体会

数学中研究函数图象的基本方法．在数学活动中,通过

研究图象的平移,知道在y＝kx＋b与y＝
k
x ＋b

中,

常数b起到上下平移的作用;在y＝k(x＋h)与y＝
k
x＋h

中,常数h起到左右平移的作用．这些数学活动

经验的积累,可以辅助学生确定二次函数图象的研究

思路以及具体的研究方式和方法．

１．２确定二次函数图象与性质的研究思路

复杂的问题要从最简单的入手,二次函数图象的

研究可以从y＝ax２ 开始,对于这类形式的二次函数

的图象与性质,可让学生借助已有经验自行研究．接
着,大部分学生会自然地去研究y＝ax２＋k的图象,
毕竟已经有了图象上下平移的研究经验．但学生的思

路如何能自然地生长到研究y＝a(x＋h)２ 的图象上

呢? 这个时候,学生很容易受一般式y＝ax２＋bx＋c
的影响,直接在此基础上加上一次项,从而去研究函

数y＝ax２＋bx或y＝ax２＋bx＋c的图象．这时,不要

怕出错,更不要直接要求学生回到预设的研究思路上

来．不妨大胆地让学生尝试,在他们发现这样研究比较

“麻烦”或者与之前的研究相距甚远时,再引导学生借

助经验回头看看,便能发现上下平移研究后,还可以

通过左右平移变化来继续研究形如y＝a(x＋h)２ 的

二次函数的图象,进而研究形如y＝a(x＋h)２＋k的

二次函数的图象,思路也就更加顺利、自然．这样学生

会对函数图象研究思路的理解更加深刻,以后也可用

同样的方法去研究更高次的函数图象．

２教学片段

２．１环节一:提出问题,讨论研究方法

问题１ 上节课我们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了一类

函数———二次函数,它丰富了函数家族,你能写出一

些具体的二次函数吗?
追问１:你能将这些二次函数进行分类吗?
追问２:你能表达出每种形式的二次函数吗?
追问３:任意二次函数y＝ax２＋bx＋c都能写成

y＝a(x＋h)２＋k的形式吗?
设计意图:学生自己归纳出二次函数常见的几种

形式,为后面图象与性质的研究做铺垫．
问题２ 如果我们继续研究,你认为可以研究二

次函数的哪些方面? 你是怎么想到的?
追问１: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些内容?
追问２:怎样研究二次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问题３ 你打算从哪种形式的二次函数开始研

究? 为什么?

２．２环节二:合作学习,研究函数性质

活动一:将学生分成几个学习小组,以小组为单

位自主研究二次函数y＝ax２ 的图象和性质．
设计意图:让 学 生 借 助 已 有 的 活 动 经 验 自 主 探

究,进一步积累研究函数图象与性质的经验和方法,
掌握绘制二次函数图象的技巧,体会从特殊到一般解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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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决问题 的 思 维 方 式．展 示 不 同

小组画 的 函 数 图 象(如 图１),
让学生意识到a决定二次函数

图象的 开 口 方 向 和 大 小．再 借

助“几何画板”动态演示,让学

生直观地体会a的变化与图象

变化的对应关系．

２．３环节三:共同讨论,明确研究路线

问题４ 接下来,研究哪种形式的二次函数?
追问１:为什么要这样研究?
追问２:我们以前有过类似的研究吗?
追问３:函数图象左右(上下)平移反映到表达式

上是如何变化的? 你有什么猜想?
追问４:如果这个猜想正确,那么下一步你打算研

究图象的什么平移? 以前有这样的研究经验吗?
追问５:是否研究了所有的二次函数的图象特征?
设计意图:借助y＝ax２ 的图象,通过平移,可得

出其他形式的二次函数图象,明晰研究二次函数图象

的路径(如图２)．让学生体会从特殊到一般解决问题

的思想方法,结构化分解问题,感受数学思维的力量,
体会探究解决问题策略的魅力,理解研究问题先思后

做的重要性[２]．

图２
活动二:借助研究y＝ax２ 图象的经验,根据讨论

的研究路线,自主研究函数y＝ax２＋k,y＝a(x＋h)２

以及y＝a(x＋h)２＋k的图象与性质．
设计意图:让学生运用平移法画出函数图象,说

出函数的大致性质,教师通过“几何画板”进行验证．在
此过程中,可以借助“几何画板”的动画演示,帮助学

生理解常量h,k对函数图象位置的影响,明确形如

y＝a(x＋h)２＋k的二次函数中常量a,h,k的作用．
问题５ 你打算如何画y＝ax２＋bx＋c的图象?
设计意图:倒逼学生将一般式y＝ax２＋bx＋c通

过配方法转化成y＝a(x＋h)２＋k的形式,借助刚才

的研究方法得出其函数图象,让学生感受结构化解决

问题的便捷性．当然,还可以采用“列表—描点—连线”
这样的通法画函数图象．

若在第一个环节中,学生归纳了二次函数y＝
a(x＋m)(x＋n)的形式,这时候可以引导学生先观察

函数表达式的结构,借助一元二次方程中因式分解法

的学习经验,容易想到点(－m,０)和(－n,０)对应着

函数图象与x轴的交点,再借助常量a就可以简单地

画出该二次函数的图象．当然,这里处理的程度取决于

学生的研究能力．

３教学反思

３．１积累数学活动经验,建构知识体系

教材中函数主题的内容被安排在不同的学期,希
望通过螺旋上升的方式帮助学生逐步理解函数．因此,
在函数的教学中更需要教师以主题单元等形式进行

整体把握,逐步推进．通过整体把握教学内容,教师了

解本章知识的产生与来源和发展的结构及其相互之

间的关联,以及它们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建立对所学

知识的本质理解,帮助学生结合已有的认知,建构条

理分明、互相关联的数学知识体系．
在积累数学活动经验的过程中,体会和感悟不同

数学教学内容背后具有一致性、可迁移性的数学思想

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会研究一类问题的方法[２]．在遇

到新问题时,能借助已有的数学活动经验,结构化地

分析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３．２渗透数学思想方法,发展核心素养

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具有阶段性、连续性、整合

性等特点．教学的整体把握,因其具有整体性的目标设

计与规划,所以更有利于学生逐渐形成科学的思维习

惯、发展核心素养．函数的教学内容尤其是其中蕴含的

数学思想,学生需要在较长的过程中逐步认识与理解．
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并帮助学生提炼出能打通

数学知识之间的关联、发挥核心作用的数学思想方法．
教师在教学中只有关注到教学内容及其相关内

容的整体性、逻辑的连贯性、方法的普适性、思想的一

致性、思维的系统性[２],才能引领学生亲历研究学习

内容的一般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建构起有效的认知结

构,体会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研究方法的一致性和可迁

移性．这样方可帮助学生逐步理解学习内容的本质,学
会用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用所学的知

识和方法解决问题,形成科学的思维习惯,发展数学

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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