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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88（9（：解的＜=
——以广东省中山市某高中为例

韩 聪（广东省中山市华侨中学528400）

摘要:通过纸笔测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考查高一学生对数函数的学习表现、出现的学习困难及情感 

态度.发现其在对数概念的学习上呈形式化特征，不理解对数符号，不理解对数运算法则，了解对数函数的定 

义域但解题时易忽略对定义域的考察.运用分类讨论的方法讨论单调性能力较弱，不理解图象过定点的含 

义.学生对于对数函数的学习兴趣不浓，自我效能感偏低，学习动机较强，但往往是以考试为出发点.学生对 

对数和对数函数的情感态度与其测试成绩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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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提出

“对数”是符号化的数学，因抽象难懂使其成 

为高中生难以理解的概念之一 *1+.国外学者 

Kastberg认为在教学时，最难教的概念就是对数 

函数2.对数函数是高一的内容,既然对数这么 

难学，对数函数如此难教，对数函数内容在高考中 

又高频出现,那么高一学生关于对数函数的学习 

表现如何，在学习过程中存在哪些学习困难都是 

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弄清这些问题可以更有针对 

性地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困难，对教师教学也有一 

定的指导作用.

2研究的设计

2.1研究对象

在广东省中山市某中学高一年级随机选取6 
个班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样本中，男生125人, 

女生204人；文科166人，理科163人；重点班 

110人,平行班219人.受便利样本的影响，样本 

中男女生人数略有差异，文理科人数基本持平. 

2.2研究工具

包括测试卷和问卷，其中测试卷用来了解学 

生对数函数的学习表现和学习困难，问卷主要用 

来测量学生关于对数函数的情感态度•

结合文献与《考试大纲》的知识要求，自编测 

试卷：3—5+.测试卷从对数的概念、对数的运算性 

质、对数函数的概念、对数函数的图象和性质四个 

维度考查学生对对数函数相关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情况.在正式测验前先对测试卷进行预测，并对 

测试题目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了最终测试卷 .
问卷主要测量高一学生学习对数函数时所表 

现的学习兴趣、自我效能感和学习动机.施测项 

目共5题,每题采用李克特量表5级计分方式，从 

5（表示“非常符合”）到1（表示“非常不符合”）.得 

分越高说明学生对对数函数的情感态度越积极. 

题目主要参考了赵闻敏、王中雷等人设计的 

问卷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卷329份,收回有效调查 

卷共313份，有效率为95. 14%.

3数据整理与分析

3.1测试卷总体情况

表1呈现了学生在对数函数内容四个维度上 

的表现.从表中数据可见,高一学生在对数概念 

和对数函数的概念这两个维度得分率较高，对数 

的性质其次，对数函数的图像和性质维度得分率 

最低.笔者认为，对数概念和对数函数概念涉及 

到的知识点较少且二者相关性强,故二者得分率 

较高;而对数的性质和对数函数的图像和性质由 

于涉及知识点较多，考点较综合，故学生掌握 

较差.
表1高一学生在不同维度上的总体表现

题目个数 满分 平均分 标准差 得

对数的概念 3 21
20.24 2.105 96.38%

对数的性质 2 30 23.16 7.119 77.19%

对数函数 

的概念
1 7 6. 57 1.397 93.89%

对数函数的 

图象和性质
5 42 29. 80 8.057 70.95%

整卷情况 11 100 79. 77 13.595 79.77%

注:各维度得分率=漏肃

3.2学生对对数函数的情感态度分析

学生的学习动机较强，自我效能感次之，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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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低.学生对对数函数的情感态度与对数函数测 

试成绩呈显著正相关，数据详见表2、表3.
表2情感态度、测试成绩基本情况

最高分 最 均值 标准差 N

感 

度总分 21 7 16.24 2.355 313

测卷 

总分
100 39 79.77 13.595 313

表3情感态度与学习表现之间的相关分析

测试卷总分 Pearson相关性 显著性(双侧)

情感态度总分 .538** . 000

**表示在0. 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4结果分析

4.1对数函数四个维度的学习表现

(1)在对数概念维度，学生能解题，但不理解 

对数的概念

超过93 %的高一学生可以完成指对互化、知 

道真数大于0、能记住两个常用结论“log°a = 1, 
log°1 = 0(a〉0,a-1)”.但不能从指数出发理解 

对数各要素的含义,也不理解对数符号的意义. 

此外，也有学生混淆三种符号log,lg和：

(#)在对数的运算性质维度，能完成对数的 

简单运算，机械记忆公式明显

超过70%的学生能运用对数的运算性质进 

行基本运算，模仿解题•但当题目结构与运算法 

则不同时,解题正确率则下降至50%,并衍生出 

各种各样的错误“性质”.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 

学生采取机械记忆的方式背诵对数的运算性质, 

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对数运算的本质 .
(3) 在对数函数概念维度，知道对数函数定 

义域，但会忽略对定义域的考察

在对数函数概念维度，有近95%的学生知道 

对数函数的定义域,但当题目较综合没有直接考 

察定义域时，则有26.20%的学生会忽略对定义 
域的考察.

(4) 在对数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维度，知道对 

数函数的单调性,但分类讨论意识不足

主要体现在当底数是一个未知量时，只有 

87 %左右的学生意识到要进行分类讨论才能判断 

单调性.在函数图象上，有些学生分不清指数函 

数和对数函数的图象，画错图象，不理解图象过定 

点的含义.在运用图象和性质比较大小问题上, 
有7. 35%的学生不会比较大小或不会选择合适

的中 较大小.
4.2学习对数函数时出现的学习困难

⑴符号理解困难

数学符号可以分为元素符号、运算符号、关系 

符号和辅助符号™.对数符号属于运算符号.在 

对数的运算性质维度和对数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维 

度的调查中都显示学生在对数符号的理解上存在 

困难,主要体现在不能将对数符号log 视为一 

个整体，看作是一种运算,而是将其视为log和 

的乘积关系,在进行对数运算和对数不等式的求 

解时出现将log。看作因式提取或约去的现象.

(2) 运算性质理解困难

学生在对数运算性质的运用上呈现出机械模 

仿的特征，死记硬背公式明显•学生对对数运算 

性质的理解仅达到工具性理解阶段，尚未达到关 

系性理解.可以运用公式解决简单的化简求值问 

题，但还不能解决一些需要较高认知水平的题目•

(3) 数学思想应用困难

分类讨论思想是一种重要的数学思想，在对 

数函数单调性的判断上离不开对底数的分类讨 

论.当底数是常数时，学生不难判断函数的单调 

性•但当底数是未知数a时，则有学生不知道要 

对底数进行分类讨论才能判断函数单调性.

(4) 复合函数理解困难

从函数y = log (3x-4)图象过定点问题发 

现,学生不知道对数函数与对数型函数的区别，不 

能将函数y = log。(38—4)视为对数函数和一次 

函数复合而成的复合函数，误以为对数函数$ = 
loga8图象与对数型函数y = loga (38 — 4)图象经 

过相 的定

4.3有关对数函数的情感态度

对于对数函数的学习，高一学生表现出学习 

兴趣不浓，不知道学习对数函数有什么用.自我 

效能感也比较低.尽管学生对对数函数的学习动 

机较强，但往往是从考试为出发点,而不是源于对 

对数函数应用价值的认识.学生对对数函数的情 

感态度与对数函数测试成绩呈显著正相关. 

5教学建议

(1)重视概念的形成过程

“对数”是符号化的数学，抽象的符号定义给 

学生的理解带来了困难固•学生如果不能理清对 

数符号、底数、真数之间的关系，必将直接影响对 

数运算性质的理解和运用,导致数学推理的错误 • 

因此,教师在对数概念教学时应着重强调对数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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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中底数、真数的含义，利用好指对互化,规范学 

生对数符号的书写,帮助学生从本质上理解对数 

的概念.

（2） 加强对数运算本质的理解，克服负迁移 

带来的消极影响

迁移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 

学习所产生的影响.迁移有正迁移和负迁移之 

分•认知心理学认为，如果认知结构的功能出现 

偏差或某个认知环节有缺陷，便会出现学习中的 

负迁移：10].对数运算与四则运算的结构不同，学 

生对对数符号的错误理解导致运算性质的学习出 

现偏差，得出一些错误结论•

（3） 充分利用教材中的阅读材料

通过访谈得知，绝大多数教师并没有介绍对 

数的发展历史及其在简化运算中的作用，学生也 

没有阅读教材中关于对数历史的阅读材料.也就 

是说学生对对数简化运算的作用一无所知，完全 

感受不到引入对数的必要性.这种情况下学习对 

数,学生无疑会觉得非常突兀.笔者认为教师在 

教学中应向学生介绍对数的发展史，或引导学生 

学习教材中的阅读材料，充分体会引入对数的必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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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测试卷

1. （7分）把3" =1改写为对数式______ ;把改写为

指数式_____ •
2. （7分）使对数loga（4—a）有意义的实数“的取值

范围是 （）

A a <4 B 0<a<4

C. a&0,且 a —1 D. 0<a<4,且 a —1

3. （7分）已知数log5 （log2^） = 0,求丄的值.

4. （7 分）g2=F ,lg3=G 试用 F,表示 g 槡18.

5. 计算（（1）、（3）每题7分,2） 9分）：

（1） log3 54 —log3 8十log3 4

（2） lg 21g 50十lg 51g 20 — lg 1001g 51g 2

（3） log3 4Xlog2 9

6. （7分）函数夕= log3（3H —2）的定义域为_____ •

7. （7 分）函数 9 = log! 8,8 # [19]的值域

为______ •
& （7分）已知ln 8<ln 9<0,试判断x、y与0和1 

的大小关系（用'连接）.
9. （12分）求使不等式loga（8十1）〉loga （1—8）成 

立的8的集合，其中a〉0且a —1.
/ 1 \ 0 3

10. （11 分）已知 a = log| 2, = log2 3,=（2）, 

试比较a、b、c的大小（用'连接）.

11. （5分）函数y =logffi （38 — 4）图象过定点_____ •
（其中a〉0且a —1）

附录二测试卷

请在与你观点相对应 

的空格内打勾.注意： 

每题必选，且只能选一 

个，不能多选•

非常 

符合
符合 不确定 不符合

非 

不符合

1我感觉对数函数很 

有趣.

2.对数函数对我来说 

很难.

3.我认为我能解决比 

较难的对数函数题目•

4.我相信自己能够学 

好对数函数.

5.我认为对数函数在 

数学中的地彳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