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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探究教学有效性研究

———以“函数的奇偶性”的概念教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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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研究者以“函数的奇偶性”的概念教学为例,从概念教学概述与
教学分析出发,基于“创设情境,导入概念”“深度探索,生成概念”“练习训练,升华概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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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2020年修订）｝再次强调要转变
人才培养的模式,将发展学生的数学
学科核心素养作为教学的主要目标. 基
于这种背景,如何将人才选拔与新课
标要求深度融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 . 本文从概念探究教学有效
性的角度出发,借助“函数的奇偶性”
的概念一课,展开教学设计与思考.

新高考背景下的概念教学

概念是人脑对现实世界中数量

关系与空间形式的反应,属于判断与
推理的思维形式,一般以法则、定理
或公式等形式存在 . 深度探究概念
的内涵与外延,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
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还能从一
定意义上培育学生的逻辑论证与推

理能力,发展空间想象力,让核心素
养落地生根[1]. 实践证明,新高考视
域下引导学生亲历概念形成的过程,
可以促使学生学会用数学的眼光观

察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世界.

教学分析

“函数的奇偶性”是高中数学的
重要内容之一,承载着夯实基础、启
发思维等作用 . 为了探究其教学的
有效性,笔者基于学情、教情、考情三
个方面,从结构化的视角对教学进行
分析.

本节课包含的内容主要有基本

概念、奇偶性的判断、概念的实际应
用等. 其中,概念是进行判断与应用
的基础,因此概念教学尤为重要,同
时概念的有效探索对发展数学抽象

素养、直观想象素养、逻辑推理素养
等具有重要意义 . “归纳推理”是抽
象函数的奇偶性的重要方法,而“由
特殊到一般”的思想是基本思维步骤,
将两者有机融于一体探索函数的奇

偶性的概念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概念本身来看,奇偶性属于函

数的基本性质,是单调性的外延部分.
从知识的结构体系分析,本节课概念
教学需要将概念的延续性特征保留

下来,引导学生充分体会“生活—几何
直观—符号语言精准定义”的流程,由
此完善认知体系,形成结构化思维.

教学设计

1. 创设情境,导入概念
情境 （用PPT展示图1）大门、剪

纸、脸谱等都具有对称性,类似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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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称性物品还有很多,今天就让我
们一起从物品的对称性出发,进入函
数的奇偶性的世界.

图1

设计意图 丰富的图案让学生眼

前一亮,大部分学生都被这一组图案
吸引,快速进入了课堂学习状态,同
时体会到了生活与数学的关联性.

2. 深度探索,生成概念
探索1 偶函数.
问题1 观察图2所示的三个函数

图象,请总结它们的共同特征.
f（x）＝x2

xO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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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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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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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图2

问题2 以上图象中关于y轴对称
的点的坐标存在什么特殊性；

问题3 我们该如何确定一个函
数的图象关于y轴对称； 以函数f（x）＝
x2为例进行说明.

问题4 如果函数y＝f（x）的图象
具备关于y轴对称的特征, 那么我们
认为它是一个偶函数 . 你能用符号
语言精准地描述“函数y＝f（x）的图象
关于y轴对称”吗；

问题5 结合以上探索,尝试自主

表达偶函数的概念.
设计意图 纵观这几个由浅入深

的问题,引导学生紧紧围绕偶函数的
概念展开探索,由直观认识转移至精
准描述,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图形
语言→文字语言→符号语言”的转化,
使学生更深层次理解偶函数. “形→
数”的转化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思维,
还帮助学生进一步提炼了数形结合

思想.
完整的偶函数形成与发展过程,

在问题的引领下浮出水面,学生对偶
函数概念的认识也逐步程序化,并感
知“特殊→一般”“具体→抽象”“定
量→定性”的探索方法. 方法的形成
为后续探索其他内容奠定了基础,学
生在此过程中也有效提升了数学抽

象与直观想象等素养,这些都是新高
考背景下概念教学的核心目标.

为了夯实学生对偶函数概念的

认识,笔者呈现下列函数表达式,要求
学生自主判断哪些是偶函数：df（x）＝
x2i② f（x）＝x2,x”[_2,3]i③ f（x）＝2i
④f（x）＝ x3_x2

x_1
.

完成此问的解答后,师生共同
总结偶函数的几方面内容：d偶函
数的定义i②偶函数的定义域关于
原点对称i③偶函数图象关于y轴对
称i④可用图象法或定义法来判断偶
函数.

设计意图 具体问题的呈现,引
导学生自主判断与分析,不仅能提升
学生对偶函数概念的理解程度,还能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 . 判断
偶函数时,“定义域关于原点对称”这
个条件很容易被忽略,因此笔者特
别呈现了d②两个函数及其图象 .
随着对概念的逐步探索,学生不仅理
解了判断偶函数的关键点与易错点,
还从真正意义上拔高了思维 . 尤其
是师生的共同总结,促使学生形成了

良好的复盘习惯,让学生在教学中有
所思、有所得.

探索2 奇函数.
问题1 图3显示的是函数 f（x）＝

x与函数f（x）＝ 1
x
的图象,请根据图象

总结它们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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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f（x）＝x

d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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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f（x）＝ 1
x

图3

问题2 与偶函数图象的对称性
进行类比,分析奇函数图象是否也
具有对称性. 若有,对称性的特点是
什么；

问题3 f（x）＝x3_2x是奇函数吗；
说明理由.

随着问题的探索,师生共同总结
奇函数的几方面内容：d奇函数的定
义i②奇函数的定义域关于原点对称i
③奇函数的图象关于原点对称i④可用
图象法或定义法来判断奇函数i⑤一
个函数为奇函数或偶函数,称该函数
具有奇偶性.

设计意图 类比偶函数概念的探

索过程研究奇函数,由于有方法和经
验作为基础,因此探索过程异常顺
利 . 学生在“模仿”的基础上逐渐形
成程序化的研究方法,对知识的总结
也熟能生巧. 此过程,时间基本留给
学生自主探索,充分体现了“以生为
本”的理念 . 当然,研究方法的模仿
仅仅是探索的一种基本手段,想要符
合新高考的要求培养创新人才,还要
鼓励学生结合自身已有的方法和经

验大胆发现、提出、分析与解决问题,
这是从真正意义上提升学生数学素

养的过程.
问题4 （观察并感知概念）如图4

所示,判断这两个函数图象是否具有
奇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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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5 判断下列函数的奇偶性：
d f（x）＝x（ x “1）i② f（x）＝1_3x2i
③ f （x） ＝ x √ i④ f （x） ＝0i⑤ f （x） ＝
x“1,x＞0,
_x“1,x＜0,
1,x＝0.

r

L

     ：     

设计意图 建构函数的奇偶性的

概念后,借助具体问题引导学生进一
步理解概念, 同时分析并处理学生的
错解,深化学生对重点与易错点的认
识,提高学生对函数的奇偶性的应
用能力.

3. 练习训练,升华概念
练习1 若函数 f（x）是奇函数,

f（2）的值为3,求f（_2）的值i若函数
f（x）是偶函数,f（_1）的值为3,求f（1）
的值.

练习2 结合函数的奇偶性特征,
补画以下两个函数的图象（见图5）：
dy＝f（x）是定义域为（_1,1）的奇函
数i②y＝f（x）是定义域为R的偶函数.

d ②

xO

y

_1 1 xO

y

图5

练习3 如图6所示,这是奇函数
y＝f（x）图象的一部分,求f（_4）的值.

xO

y

2

4

图6

设计意图 带领学生从知识与方

法层面梳理教学内容,整个过程紧紧

围绕“由特殊到一般”这条线索,让学
生循序渐进地感知、体悟知识特点,
形成良好的逻辑推理素养与数学抽

象素养. 同时,学生通过练习,进一步
深化对学习方法的掌握,获得良好的
反思能力.

几点思考

1. 情境引入概念,利于激趣启思
要想让学生从本质上理解概念,

最好的办法就是再现概念的创造过

程,让学生体会概念所蕴含的数学思
想方法,形成用数学的思维思考概念
的能力. 当然,让学生经历从无到有
的过程,需要用契合点来缓解新知对
思维的冲击.

在建构概念模型时,可结合学生
的学习经验、生活经验、认知水平等
创设落于学生最近发展区的情境,让
学生“踮起脚,够到桃”,自主提炼概
念模型,获得概念 . 同时,情境还能
让抽象、乏味的概念知识变得生动
有趣,更好地启发学生思考.

本节课初始,脸谱、剪纸、大门等
生活情境的展示成功刺激了学生的

感官系统,让学生对本节课的内容产
生了浓郁的探索欲,从直观的情境中
获得了良好的直观感知能力,为深入
探索概念奠定了基础.

2. 深入探索概念,发展抽象素养
概念形成一般需要经历特殊到

一般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如具体函
数到抽象函数或运算到概括等 . 学
生通过直观分析、演绎证明、语言表
达、符号表示等,才能实现对概念的
理解. 因此,概念探索遵循由感性到
理性、由粗糙迈向精细的过程. 作为
教师,应引导学生从概念的定性、定
量等方面着手进行抽象描述,获得精
准的概念.

在课堂中,函数的奇偶性的探索
从学生熟悉的函数着手,借助问题驱
动学生对生活中的数学美产生直观

感受,并促使学生的思维由直观转换
到抽象,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不同语言
的转化,将数形结合思想展现到极
致,完成对概念的程序化理解,提炼定
量到定性、特殊到一般的数学思想,
推动数学抽象素养与直观想象素养

的发展.
3. 关注教学策略,便于概念生成
新高考背景下的数学教学,学

生才是课堂的主人,对于概念的探
究,需要分清主次关系,教师绝不可
越俎代庖[2]. 但教师的引导又不可或
缺,结合学情采取一定的教学策略是
做好组织工作的关键,如适当加工教
材,引导学生围绕概念或例题展开
思考,以设问、变式等方式引发探索,
可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推理能力,从
真正意义上突破教学重点与难点 .
除此之外,还可以应用“模仿→探究”
的策略,使学生突破原有认知,建构
新知.

总之,新高考背景下的概念教学
不可只靠机械性记忆去掌握概念,而
应在理解与感悟的基础上实现概念

知识的建构、内化与应用,这是提升
学生学习能力与学习品质的重要措

施,也是发展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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