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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ｌ 两放 自 合 区银 川 ｆ 苐尤 中 學阵 圣 、抵 社 ＊ 龙

函数是高 中 数学的核心 内 容 ， 而 函 数单调性是 函

数最基本 、 最主要 的性质之
一

， 是 函 数概念的延续和

拓展 ， 对研究每
一

类具体 函 数都有指导 意 义 ， 在高考

中都有非常重要 的地位 ． 高三
一

轮复 习 函 数单调性 的

教学 中要关注学生单调性概念 、 利用 单调性 比较数的

大 小 、 解不等式等 知识技能 的掌握 ， 借助历年高考真

题有梯度 、 分阶段地找到知识 的生长点 ， 重视题 后反

思 ， 促进学生深度思考 ， 挖掘单调性与导数之 间 的
一

致性 、联系性 ， 剖析 问题本质 ， 搭起函数单 调性的 知识

框架 ， 以 不变 的 知识原理应对万变 的高考题 目 ， 使学

生在掌握数学知识 、 学会数 学思考 的过程 中 ， 整体把

握 函 数单调性 ， 优化学生系 统思维 品 质 ， 提升学 生 的

数学核心素养 ．

一

、把握单调本质 ，
强化数学基础

在初 中 阶段 ， 学 习
一

次 函数 、 二次函 数时 ， 学生 已

经知道 函 数 ｙ 随着 自 变量 ＊ 的增大而增大或者减小 ，

形成 了 通过 函 数 图 像观察 函 数单调上升或者下 降 的

直观认 知 ， 只 是 没有 明 确提 出 函 数 的 单调性概念而

己 ； 在高
一

阶段 由形到数 、 从直观到抽象 ， 利用形式化

数学符号语言定义 了 函数单调性 ， 初步形成代数方法

论证函数单调性思 想 ； 高三
一

轮复 习 中 设计题 目 时 ，

不仅需要渗透再学单调性定义 的必要性 ， 更重要 的是

理解用静态 的数学符号刻画动态的单调变化趋势 ， 学

会应用 函数单调性解决 问题 ．

１ ． １ 返璞归真 、 重拾概念

数学概念学 习 贯穿 于数学教学始终 ， 以概念教学

为抓手 ， 深刻体会数学概念 的 内 涵与 外延 ， 重建概念

体系 ， 提升学生对概念 的理解与认知 ． 高三学生 已经

具备 了 函数单调性的形式化定义 ， 以增函数为例 ：

一

般地 ， 设 函 数 ／Ｗ 的 定义域为 ／ ， 如 果对于定

义域 ／ 内某个区 间 上的任意两个 自 变量的值Ｗ ，

当 Ａ 

＜七 时 ， 都有 ／ （＆ ） 

＜／ （＾ ） ， 那么就说 函 数 ／ （

＿ｒ
） 在 区

（接上 页 ）结果 只 写 出元素 ， 另
一

个方面运算结果 的结

构特征可 以为提供解题的方 向与思路 ． 从并集 、交集运

算的结果看 ， 学生发现并集得到 的集合 中 含有集合 ／Ｉ ，

Ｓ 中所有的元素 ， 是
“

大
”

的集合 ， 交集得到 的集合 中含

有集合儿 ｆｉ 中共有 的元素 ， 是
“

小
”

的集合 ． 因此从并集

交集运算结果 的感性认识上 ， 学生就很容 易发现集合

尤 ｓ ，４ Ｕ Ｓ ，之 间 的 关 系 ， 以 及 ，

４
０ ５＾４ 等所反映的集合儿 ５之 间 的关 系 ． 再从理性

的角度进
一

步严格的论证 ， 发展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 ．

３ ． ２ 建构数学运算的学 习 ，
发展数学运算素养

新课程 的 理念要求重视教 ， 更要 重视学 ， 促进 学

生学会学习 ． 集合的基本运算是高中数学学习 的第
一

个数学运算 ， 对后 面 学 习 对数运算 、 向 量运算等具有

指导意义 ． 因此 ， 在教学 中 要帮助学生建构对数学运

算 的学 习 路径与方法 ， 发展学生 的 自 主学 习 能力 ． 集

合运算学 习 的主要策略是类 比和抽象 ． 由于集合运算

与数的运算之间 的相似性 ， 通过类 比实数 的加法得到

并集运算 ， 再类 比并集运算 的 研 宂过程得 到 交集运

算 ． 而在集合并集 、 交集概念 的生成过程 中 ， 都是通过

对具体 实例 概括 、 抽 象得到 的 ． 在对集合运算 的理解

中 ， 从运算对 象 、运算法则 、 运算结果三个方面去认识

集合运算 ， 并 从文字语言 、符号语言 、 图形语言不 同 角

度描述和理解其本质 ． 同 时理解数学运算体系 ． 数学

运算 的学 习 包含运算法则的 定义 以及运算律的研宄 ，

通过相关 的运算法则 和运算律来简化运算 ， 提升运算

效率 ． 在本节 中 只 是涉及 到简单的运算律 （ 教材 中 的

两个
“

思考
”

） ， 不研 究结合律 、 分配律等 ． 但是还是应

该跟学生渗透这学 习 体系 ， 让学生感受集合运算 的学

习 路径与方法 ， 并在 小结 中让学生归纳 、 升华 ， 形成数

学的学 习 方式 ， 获得进
一

步学 习 的 能力 ， 并在今后的

学习 中实践 ， 实现数学运算素养的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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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Ｚ？ 上是增 函数 ． 联想割线斜率等价变形 ， 对任意 的

？？ ， 且 有 ＞ ０ 来定义增函数 ， 虽
＊

２

－

＊
１

然看似只是形式的变化 ， 但打破 了约束限制 ， 体

现了 自变量取值任意 、不关联性 ， 并与之对应函数值变

化
一

致的增函数本质特点 ； 如果进
一

步延伸增函数的定

义 ， 对 Ｖｗ 

＋ Ａ＾ ｅ Ｚ｝ 且 Ａａ ； ＃ ０ ， 都有

／ （
ａＣ 
＋

ｙ
＿

／ （
ａ ：

）

＞ ０

ａｘ

（或者 £
＞ ０ ）成立 ， 接下来只要用 Ａ＊— ０ 的极 限过

程 ， 为函数的微分领域 导数的建立奠定華础 ．

通过上述增函数定义的三次认识 ， 环环相扣 、 自然

而然 、 水到渠成的展开 ， 学生经历 了 由直观到抽象定

义 ， 由特殊到
一

般的数学符号语言刻画函数性质 ， 原有

知识积累 的基础上持续认识下
一

阶段 内 容 ， 明确单调

函数概念发展方向 ， 建立完整的单调函数概念体系 ．

１ ．２ 固本培元、灵活运用

例 １ （ ２ ０２０ 全国 Ｉ 卷 １ ２ ）若 ２
。

＋  ｌｏ
ｇ ２
ａ 

＝
４

６

＋
２  ｌｏ

ｇ ４
６

，

则 （ ） ＿

Ａ ．ａ ＞ ２６Ｂ ．ａ ＜ ２６Ｃ ．ａ ＞ ｂ

２

Ｄ ．ａ ＜ ｂ
２

选题意图 ： 通过从数量关 系 的 角 度选择比较数 的

大 小题型
， 精准把握函数单调性 的概念 本质 ，

体现函

数单调性的 形 式化定 义反映 了 数的 不等 关 系 ，
启 发 学

生思考证明 函数单调性 的 方法 ，
感悟从任意 的 自 变量

取值比较函数值 大 小得到 函数单调性过程 ，
反思 利 用

函数单调性探寻 自 变量或者 因 变量 大小 的 变 式 ，
从 而

提升学生素养 ．

解析 ： 设 ／ｋｈｒ ＋  ｌｏ
ｇ＃

， 可知 ／闲 为增 函数 ， 首

先 要 比 较 ａ 、 ２６ 的 大 小 ， 通 过 作 差 ／（
ａ

）

－

／（
２６

丨

＝ ２
＊

＋ ｌｏ
ｇ ２

ｃｓ

－

（
２
ａ

＋
 ｌｏ

ｇ ｓ
２６

）
再 利 用 己 知 代 换 化 简 得 ／（

〇
）

－

／（
２６

）

＝
ｌｏ
ｇｊ 

＝－
１ ＜ ０ ， 得

／㈣ 

＜／（
２６

）
， 故 ａ 

＜ ２６ ． 其次 比

较ａ 、 ６

２

的大小 ， 由 ／ （
ａ
）

－

／ （
６

２

）

＝ ２
－

＋  ｌ〇
ｇ ２
ａ
－

（
２

ｓ

ｉ

＋ ｌ〇
ｇ ２

６

２

）

同样利用 己知代换化简得 ／（
ａ

）

－

／的＝ ２
ａ
－

ｌｏ
ｇ ２

６
－ｆ ，

显然 ， ／（
ａ

）
、 ／的 的大小与 ６ 的取值有关 ， 当 ６ 分别取

１ 、 ２ 时 ， ／（
ａ

）
、 ／（

６

２

）
的大小不确定 ， 故选 Ｂ

教学反思 ： 高考 中对利用 单调性 比较数大小 的题

目 有着历史的传承 ， 虽然每年题 目 己知数或含参数方

程形式结构在变化 ， 但解答方法本质上是
一

致的 ， 都

是进
一

步对单调性形式化定义的理解 、应用 ， 因此 ， 立

足数学概念 ， 循序渐进 、从零散走 向系统 ， 多 角 度 、全

方位的教学既抓住 了数学 问题本质 ， 又促进学生理解

数学原理 ， 解决实际 问题有的放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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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 函 数解析式不 明 朗 、 函 数 图像 的走势 不清

晰 ， 首先需要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利用 己知含参数方程

条件构造函数 ， 明确利用 函数单调性 比较数的大小的

目 标 ， 最后依据单调性的整体性质 ， 作差 比较 函数值

大小 ， 反 向判断 自 变量大小 ． 实 际上大 多数学生 己经

掌握 了 证明单调性的 固定套路 ， 即设元 、 作差 、变形 、

定号 ， 但未能深入探究每个环节 的作用 与联系 ， 只是

单纯的记忆模仿 ， 缺少真正理解用不等式形式定义单

调性的本质含义 ， 考试 中往往很难解决此类 问題． 数

学不仅仅是教给学生
一

些定义 、概念 、 公式等结论 ， 更

应该浸润学生的数学的精神 、 思维方法 ， 着眼于培养

提高学生从数学角 度发现 、 提 出 、 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

能力 ， 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

二 、挖掘导数本质 ， 聚焦关键能力

极限思想是导数概念学习 的起点 ， 为 了保证导数

概念知识体系建立 的逻辑性与系统性 ，

一

般地 ， 采用

从数列到数列极限 ， 再到 函 数极限 ， 最后生成导数概

念的建构方式 ．

一

轮复 习 教学设计 中 ， 不能脱离极限

思想 ， 更应该借鉴导数定义形成过程 ， 迁移思想 、 方法

以及形式 ， 建立抽象 函数导数概念 ， 明确在 函数单调

性基础上进
一

步学 习导数的必要性 ， 并借助
一

些具体

高考题 目 ， 引 导学生再理解导数概念 ， 挖掘导数本质 ，

把数学的认识 由静止 、有限提升到运动 、无限 ， 感悟极

限思想 ， 学会运用 函数的极限思想方法描述 问题 、提

出 问题 、 分析 问题 、 解决 问 题 ， 提升学生逻辑思维能

力 ， 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 ．

２ ． １ 承前启后 、明确概念

导数描述任何事物的瞬时变化率 ， 考虑遵循高中

学生认知规律 、 以及现有知识水平 ， 在没有补充极限知

识的基础上 ， 高 中人教 Ａ版教科书选择学生 比较熟悉

的气球膨胀率 问题和高台跳水运动有关速度 问题的物

理知识入手 ， 经历从绝对变化到平均变化 ， 再到瞬时变

化的过程 ， 用形象直观的逼近思想方法定义导数 ， 使学

生深刻体会到导数是时间 ｔ 到 的量变引起平均速度

到瞬时速度的质变过程 ， 脱掉物理与实际背暈 以后 ， 抽

象出导数就是反映函数在某
一

点附近变化情况的本质

内涵 ．

一

般地 ， 函数 ｙ
＝

／闲 在 ； 处的瞬时变化率是

Ｕｍ＾
＝
Ｕｍ

ｆ｛
ｘ

〇 

＋

＾
￣

－^

， 我 们 称 它 为 函 数 尸

／的 在 ；ｔ处的导数 ， 记作 ／如 。 ）
．

一

轮复 习 教学 中 ， 并不是重新讲解导数 的概念 ，

而是注重 以教材为依据 ， 优化 函数知识结构 ， 强化导

高三复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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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概念生成过程 ， 深化对 函数认识 ， 渗透 和 引 导 导 数

形成的 思 想方法 ， 提升对导数概念本质 的理 解水平 ，

体会从有限到无限 的变化过程 ， 形成高 中 函 数学 习 知

识体系 ， 激发学生学习潜能 ， 提升学生素养 ．

２ ．２ 潜移默化 、 感悟微分

例 ２ （人教 Ａ版 ２ ０ ０ ７选修 ２ ２第 １ ９ 页 ， 习 题 １ ．２Ｂ组

第 １ 题 ）请按下面步骤完成任务 ．

１ ． 利 用 信 息技术工具 ， 分别 画 出 Ａ 
＝
 １

，

０ ． ５
，
０ ．１

，

０ ． ０ ５ 时 ， 函数 尸
ｓｈ＾ 

＋

ｆ

＿

ｓ ｉｎ Ａ ；

的图像 ．

２ ． 画 出 函 数 ｙ 

＝
Ｃ０Ｓ ｘ 的 图像 ， 并与上面 四个 图像

比较 ， 当 Ａ 越来越小时 ， 你观察到 了什么 ？

３ ． 猜测 ｙ
＝

ｓ ｉ ｎ ：ｃ 的 导数 ， 与基本初等 函数导数公

式表中 ）

＇

＝
ｓ ｉ ｎ ．ｒ 的导数公式

一

样吗 ？

选题意 图 ： 首 先
， 高 考题 目 大都是 以现行教材 内 容

为依据
，
教材概念 、 例 题 、 习 题 为依托

，
通过改编 、 融合 、

开 拓 、 延伸生成 新 的 高 考题 目
，
因 此

，
选择教材 内 容作

为 出 发 点 复 习 导数 概念的 生 成过程 ，
化 归 为 学 生 熟 悉

的 内 容与 方法 ，
使得知识 的生长有 了 根 ， 才 能得心应手

的 应对千 变 万 化的数 学题 目
： 其次 ，

利 用 信 息技木直观

感知正弦 毒数 的 导数 与 余弦 函数的 相 等 关 系 ，
借助正

弦 函数 的 平均 变 化 到 瞬时 变化理解导数 的 概念
，

凸 显

一个函数的 导数还是 函数 ，
为 后 续探 究 更 复杂 函数进

行二次 求导探究其 图 像与 性质 奠 定理论依据 ．

解析 ： １ ．

３ ．ｙ
＝

ｓ ｉｎ ｘ
的导数为 ｙ 

＝
ｃｏ ｓ ；ｔ

．

学反思 ： 数学概念是人脑对事物本质 属 性具有

数学特征 的概括反映 ， 所 以 ， 理解概念就是 弓
丨
导学生

明确 区分此类事物与它类事物不 同 属性 ， 从质 的方面

理解概念 的 内 涵 ， 认识概念所反映对象 的 范 围 ， 从量

的方面理解概念 的 外延 ， 建立数学运算法 则基础上 ，

通过形式化 、符号化抽 象出 数学特征 ．

本例是在学生 己经学习 了 实际生活情境与物理背

２ ０ ２ １ 年 １ ０ 月 下旬 （ 高中 ）

景下的导数概念基础上 ， 增加情境难度 ， 采用数学 的情

境体验导数概念的生成过程 ， 通过变式教学 弓
丨
导学生

逐步消 除非本质属性 ， 从定义某
一

点处的导数 ， 借助学

生熟悉 的 函数 ｙ
ｚ

ｓ ｉ ｎ ｉ
， 利用数学符号 、 图形语言上升

到 ｙ 

＝
Ｓ ｉ ｎ ；ｃ 的 导 函 数 ， 即 表达 出

！由
神＋

＂

广
咖

＝

ｃｏｓ ｚ ， 从数到形 ， 数形结合 ， 利用直观形象的形的变化探

求极限和导数用无穷小量逼近的变化关系 ， 进
一

步明确

—般函 数的导 函 数结 构特征 ／
＇

（
＊

）

＝
，

感悟导数概念的思想及其 内涵 ， 发展学生理性思维 ．

三 、注重交融贯通 ， 凸显素养导 向

导数是学生经历 了 函 数绝对变化 的形式化 定义

到差商之 比 的平均变化 ， 再到瞬时变化的极限思想过

程 ， 建立起来的 描述 函 数变化率 的 概念 ． 理解每个变

化特点 ， 从整体到 局部 ， 从定性分析到 定量 比较 ， 探寻

单调性与导数 内 在联系 ， 利用 导数的大小 定量刻画 函

数单调变化快慢程度 ， 凸 显 函数性质研 究方法的整体

性与不 同视角 认识函 数性质 的系统性 ， 有效地提升学

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

３ ． １ 理顺脉络 、形成系统

单调性与 导数是贯 穿整个函 数主线学习 过程中 的

一

个核心 内 容 ， 两者是统
一

的 ， 相互补充 ． 在某点 处 的

导数是
一

个具体的 函数值 ， 它 的正负没有办法判 断该

点邻域 内 函数的单调性 ， 平常我们所说的 导数是特殊

的 函数称为导函数 ， 是 函数每
一

点 的 导数 ， 是在单调性

形式化定义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 ， 是研宄 函 数单调性的

普适性 、通用性 、 具体化的工具 ， 不仅能够反映函 数单

调的变化规律 ， 还能体现出 函 数单调变化的差异 ．

首先 ， 导 数 的 局 部性 与 单调性 的 整体性 相 互依

赖 、 密不可分 ， 在 函 数
：ｙ
＝

／Ｍ 定义域 ￡ ＞ 的某个 区 间 ／

上 ， 如 果 Ｗ ｅ ／ ， 都有 ／？ ＞ ０ ， 应用拉格 朗 日 中 值定

理 ， Ｖ ．ｒ
，

， 使得
７

匕

。

—

〈
．

卜、 ）

＞ ０ ， 所 以
ｙ 

＝

／Ｍ 在 ／ 上 单 调 递 增 ； 同 理 ， 如 果 Ｗ ｅ ／ ， 都 有

／？ ＜ ０ ， 贝 Ｕ
：Ｔ
＝

／Ｗ 在 ／ 上 单调 递 减 ； 反之 ， 若 函 数

在 ／ 上单调递增且可 导 ， 则 Ｖ＊ ｅ ／ ， £
＞ ０ ， 即

ｆ（
ｘ 
＋  ／

＾

ｃ
）

－

ｆ（
ｘ
）

＞ 〇 ， 再根据极限 的局 部保号性可得 ， 都

有 衾 ０ ， 即 在 区 间 ／ 上 ／Ｖ ）
彡 ０

（ ／
＇

Ｗ 在 ／ 的 任何子 区 间 不恒 为 ０ ） 恒 成 立 ； 同 理 ，

ｙ
＝

／（
Ａ ：

）
在 ／ 上单调递减且可导 ， 则在区间 ／ 上 ／

＇

Ｍ 矣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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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 的任何子区间不恒为 ０ ）恒成立 ． 其次 ， 利 用

导数 的 绝对值大 小定量分析 函 数 在某个 区 间或某 点

附近增减 的快慢程度 ， 结合学生熟悉的 基本初等 函 数

的 具体实例 ， 通过计算 比较导数 的 大 小 ， 使学生能够

区别于 图像的不 同视角 ， 更方便 、 更精 确 、 更深刻地体

会 同样是增 函 数 的指数爆炸 、 直线上升 、 对数增长 函

数模型 的差异． 最后 ， 利 用 导 数 的单调性或二阶导 数

判 断 函数 图像的弯 曲方 向 （ 函 数的 凸 凹 性 ） ， 即 如果 函

中 小学数学

的任何子 区 间 不恒为 ０ ， 可得 Ｓ
（〇

＝

｜
ａｖ

－

｜
ｓ ｉ ｎ ａ？ 在 Ｒ

上单调递增 ， 又因为 Ｓ
＂

Ｗ
＝

士
ｗ

２

ｓ ｉ ｎ ｗ ｚ ， 当 《 ｅ

〔

０
’

｜ ）

时 ，

Ｓ
＂

Ｗ ＞ ０ ， 所以 Ｓ
（
ｔ
）

＝

去
《卜
如
一 的图像在 ｉ ｅ

〔

０
，

专 ）

上

凸 的 ， 当 ｉｒ

ｊ

时 ， Ｓ
＂

（
ｔ
）
＜ ０ ， 所 以 别＝

＋
诚

－

去
ｓ ｉ ｎ ｏ＾ ｔｔ 图像在 ｔｔ

）

上凹 的 ， 故选 Ｄ ．

高三复 习研究

数 定义域 Ｄ 的某个区 间 ／ 上二阶可导 ， 则 在 ／

上 ｙ 

＝

／（
＊

） 为 凸 （ 凹 ） 函 数的充要条件是 ／％＊
）
这 〇 （／

＂

（
＊

）

＾ ０ ） ，ｘ ｅ ｌ ．

３ ．２ 异 曲 同工 、提炼方法

例 ３ （ 改编 自 人 教 Ａ 版 ２００ ７ 选 修

２ ２ 第 ６ ５ 页 ， 复 习 参考题 Ａ 组第 ９ 题 ）

如 图 ， 直线 Ｚ
。
和单位圆 ｃ 相切于 ０ 点 ，０

当直线 ／ 从 Ｚ
。
开始在平面上绕点 ０ 按逆时针方向 以角

速度 《 匀速转动 时 ， 它扫过的 圆 内 阴 影部分的面积 Ｓ

是时间 ｉ 的 函数 ， 这个函数 图像大致是 （ ） ．

５ ｃ ｔ ｃ ｃ

０ ｔ〇 ｉ〇 ｉ〇

Ａ Ｂ Ｃ Ｄ

选题意 图 ： 从历 年 高 考题 目 来 看
，
高 考选题 处 处

源 于课 本
，
但往往 又 高 于 课 本

，
通 过对教材题 目 的 改

编 使 学 生 产 生对数 学 的 亲 切 感 ，
对教材 的 认 同 感 ， 紧

紧 围 绕教材 不仅让 学 生在知识 的 量上有所收获
，
而 且

能 够 了 解知识 的 来 龙 去脉
，
把握 内 容 的 前 后 逻辑 关

系 ，
体会其 中 蕴含 的 思 想 方 法 ， 透 过现 象 寻找概念的

本 质 内 涵 ，
使 学 生经 历 数 学 的 发现和再 利 用 过程

，
发

展学生
“

做数学
” “

用数学
”

的 意识 ．

解法一 ： 根据圆 的特征定性分析 ， 由于直线 ／ 从 Ｚ
。

开始在平面上绕点 ０ 按逆时针方 向 以角速度 〇） 匀速

转动时 ， 单位时 间 内 直线 ／ 绕 ０ 转过的 角 度 Ａ ０ 不变 ，

但在 的开始阶段扫过 的 面积 ＡＳ 增 加 的慢 ，

以后 ＡＳ 増加的越来越快 ； 当 ｔｔ
］

的开始阶段扫

过 的面积 ＡＳ 增加 的快 ， 以后 ＡＳ 增 加 的越来越慢 ． 反

映在图像上 ， Ｄ 符合上述变化规律 ．

解法二 ： 建立 函数定量分析 ． 根据题意可知 ， 直线

／ 扫 过 的 圆 内 阴 影 部 分 的 面 积 Ｓ的

如
＜？
－

士
ｓ ｉｎ ｗｔ  ？ 由Ｓ

’

（
ｔ
｝

＝

去
ｗ

（
ｌ

－

ｃｏｓ 〇？
）
＞ ０且Ｓ

’

的 在ｉ？

教学反思 ： 函数单调性是导数定量分析的基本前

提 ， 导数定量分析使 函数单调性更加科学 、 准确 ， 广泛

而深入 ． 教学 中 ， 常常定性地教给学 生 阴 影面积随着

时间 先慢后快 、 再有快到慢 的逐渐变大 ， 但学生往往

不明 白
“

为什么可 以这样解
”

， 函 数 图像增减趋势 以及

变化快慢 与导数的大小有怎样 的关 系 ？ 只 有找准概

念的联系 ， 深化概念学 习 ， 反思概念本质 ， 深刻理解知

识 ， 定性定量相互补充 ， 拓 宽思路 、 整 体设计 ， 提炼方

法 、 形成系统 ．

４ ． 结束语

高三
一

轮复 习 中对 函 数单调性 内 容 的 复 习 需要

具有大局观 、 整体性 、 系统性 ， 主要 目 的是理顺学生掌

握的零碎 的 、 片面 的 、 点状的知识 ， 形成网状知识结构

体 系 ， 高考题 目 不仅仅会考 查 函 数单调性 的 知识 点 ，

更关键是考查学生对单调性知识理解 的素养 ， 对单调

性知识应用 的潜能 ． 函数单调性的教学不可能
一

蹴而

就 ， 学生 的理解也不可能
一

步到位 ， 首先必须从学生

现有认知水平 出发 ， 经历基本初等函 数 函数 图像变化

特征 的 阐 述 ， 不断积 累 认知经验 ， 通过 函 数的应用 感

知指数増长 、 对数增长 、 匀 （ 加 ）速变化等基本 的 函数

变 化规律 ， 建立不 同 函 数运动变化 的 函 数模 型 ， 逐步

理解单调性精确化 的符号语 言 ， 整体描述 、 定性刻画

单调性 ； 其次结合抽象函 数导数概念 ， 从有限到无限 ，

局 部认识 、 定量分析实际 问 题 中 的 函数单调性 ， 加深

学生对导数概念的理解 ， 初步感悟极限思想 ； 最后 ， 适

度拓展 、 重新整合知识 ， 交融贯通单调性与导数概念 ，

理顺逻辑关系 ， 明 确相互联系 ， 凸 显整体与 系统 ， 完善

认知结构 ， 实现知识 的 内 化与升华 ， 有效地提升学生

数学思维品质 ， 发展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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