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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ADDIE模型(分析、设计、开发、实施、评价)，对高中数学“函数的奇偶性”进行教学设计研

究。通过深入分析学情和教材，制定了明确的教学目标，利用多媒体、GeoGebra等资源设计了多样化的

教学活动。在实施过程中，采用直观演示、问题引导等方法，有效促进了学生对函数奇偶性概念的理解

和应用。最后，通过作业分析和课堂观察，对教学效果进行了全面评价，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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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is conducted a teaching design research on the “Odd and Even Functions” in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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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based on the ADDIE model (Analysis, Design,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
ation).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and the teaching materials, 
clear teaching objectives were set, and various teaching activities were designed with multimedia, 
GGB, and other resource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methods such as intuitive demonstra-
tion and problem guidance were adopted, effectively promot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appli-
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odd and even functions. Finally,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teaching 
effect was conducted through homework analysis and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improvement sug-
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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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函数作为数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不仅是高中数学的重点内容，也是后续学习高等数学、物理、工程

等学科的基础。其中，函数的奇偶性作为函数性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揭示了函数图像的对称美，还

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函数奇偶性的概念相对抽象，学生往往

难以从直观的函数图像过渡到抽象的符号语言，导致对概念的理解不深入，应用不灵活。因此，如何设

计有效的教学方案，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函数的奇偶性，成为高中数学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ADDIE 模型为教学设计提供了全面的框架和指导。因此，本文将基于 ADDIE 模型，对高中函数性质进

行研究，以“函数的奇偶性”为例进行教学设计。 

2. ADDIE 模型的内涵 

ADDIE 模型是一种系统化的教学设计模型，包括分析(Analysis)、设计(Design)、开发(Development)、
实施(Implementation)以及评估(Evaluation)五个阶段[1]，广泛应用于教育、培训等领域。ADDIE 模型的价

值在于其系统性和迭代性，能够确保教学设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成绩。

ADDIE 教学模型系统地围绕学生的学习展开，将抽象的教学设计理论变得具体化、可视化。能够根据新

课标的要求，通过分析学情和教材，明确教学目标和重难点。帮助教师系统地分析教学需求，设计出符

合学生认知特点的教学活动[1]。通过实施和评价不断优化教学方案，旨在探索一种有效的函数奇偶性教

学方法，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一概念，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后续的数学

学习和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1. 基于 ADDIE 模型的高中函数性质教学设计框架 

将 ADDIE 模型应用于高中函数性质的教学中，在分析、设计阶段，能够帮助数学教师从整体出发，

建立函数概念与性质单元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学生已有的活动经验、数学思想方法来设置单元教

学活动。在实施阶段，能够帮助学生形成较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深入理解知识的本质及知识间的关联。

评价阶段则在各个阶段中发挥重要作用，不断对教学效果进行改善和优化，能够更好地发挥单元教学的

价值[2]。笔者将高中函数性质的教学设计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并对每个部分进行说明，以框架图的形式

展示出来，如图 1 所示。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611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周文慧 等 
 

 

DOI: 10.12677/ae.2025.1561140 1346 教育进展 
 

 
Figure 1. Teaching design framework of high school function properties based on ADDIE model 
图 1. 基于 ADDIE 模型的高中函数性质教学设计框架图 

2.2. 基于 ADDIE 模型的高中函数性质教学设计具体阶段 

根据图 1 的框架，笔者对于高中函数性质教学的每个阶段进行了更加具体的教学设计[1]，使整个教

学过程更加系统化和条理化，以达到更佳的教学效果，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Specific stage framework diagram of teaching design of properties of high school functions based on ADDIE model 
图 2. 基于 ADDIE 模型的高中函数性质教学设计具体阶段框架图 

3. 基于 ADDIE 模型的“函数的奇偶性”教学设计 

3.1. 分析阶段 

分析阶段是单元教学设计的起始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教师需要对教材、学情以及教学环境进行

分析，下面分别针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 

3.1.1. 教材分析 
函数奇偶性是人教 A 版必修 1 第一章第三节的内容，既是函数概念的深化(从单调性到对称性)，又

为后续研究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幂函数及三角函数的性质奠定基础。通过“形”(图像对称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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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代数表达式)结合，培养学生数形结合思想。教材注重从特殊到一般的认知规律，例如通过观察

( ) 3f x x= 与 ( ) 2f x x= 等具体函数，归纳奇偶性的本质特征。 

3.1.2. 学情分析 
(一) 学生认知基础 
初中阶段已学习轴对称、中心对称图形，并掌握部分简单函数(如一次函数、二次函数)的图像特征，

能直观感知对称性。刚学完函数的单调性，具备研究函数性质的初步经验，但对抽象符号语言(如

( ) ( )f x f x− = 与 ( ) ( )f x f x− = − )的转化仍存在困难。 
(二) 教学目标 
• 知识目标：理解奇偶性的概念及几何意义，掌握判断方法(定义法与图像法)。 
• 能力目标：通过“观察、分析、讨论和实践”的思维过程，领会从特殊到一般、数形结合以及类比

的思想方法，提升数学抽象与逻辑推理能力。 
• 情感目标：感受数学对称美，体验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数学素养。 
(三) 教学重难点 
1) 教学重点 
(a) 概念本质 
• 奇偶性的代数定义与几何意义：从形(图像对称性)与数(代数表达式 ( ) ( )f x f x− = ± )两个维度理解

奇偶性，强调“定义域关于原点对称”的前提条件。 
• 判断方法的规范性：掌握定义法(代数推导)与图像法(对称性观察)的步骤，如“先验证定义域对称

性，再计算 ( )f x− 并与 ( )f x 比较”。 
(b) 核心能力培养 
• 数学抽象与符号转化：将图像的对称性(如偶函数关于 y 轴对称、奇函数关于原点对称)转化为严格

的数学语言表达。 
• 逻辑推理能力：通过具体函数案例(如 ( ) 3f x x= 、 ( ) 2f x x= )归纳一般性结论，并尝试证明。 
2) 教学难点 
(a) 分段函数的奇偶性判断： 

需验证 ( )f x− 与 ( )f x 的关系，例如函数 ( ) 2

, 0
, 0

x x
f x

x x
− <

=  ≥
，学生易忽略分段讨论或符号错误。 

(b) 忽略“定义域对称”的前提： 
例如函数 ( )f x x= ，学生可能直接计算 ( )f x− 而忽略定义域 0x ≥ 的不对称性。 

3.1.3. 教学环境分析 
在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支持下，我们要鼓励学生利用几何画板、GeoGebra 等辅助工具主动地探索问题，

并且可以采用制作情景影片和多媒体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1]。 

3.2. 设计阶段 

分析阶段为教师教学设计的展开提供了重要信息，准备工作完成后进入设计环节。设计阶段获得的

产物主要用来指导教学计划，主要包括教学策略设计以及教学活动设计[2]。 

3.2.1. 教学策略设计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版 2020 年修订)》明确指出，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不断探索和创新

教学方式，不仅要重视如何教，更要重视如何学，引导学生会学数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将学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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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则是学习的引导者、组织者、合作者[3]。首先，通过传统文化和知识迁移，引

出函数的奇偶性概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多媒体、GeoGebra 等虚拟教具感知函数图像的对称性，

结合代数定义阐述奇偶函数的特征，帮助学生建立形数对应的认知。 

3.2.2. 教学活动设计 
1) 教师课前准备一些传统文化中具有对称元素的图片(脸谱、剪纸以及八卦图等)，弘扬中国传统文

化的同时引导学生思考这些对称现象在数学中的体现。 
2) 准备一些函数图象卡片，将函数卡片随机分发给学生，每张卡片标注一个函数表达式和对应的函

数图像特征(例如偶函数图像关于 y 轴对称，奇函数图像关于原点对称)，学生根据卡片上的函数表达式利

用 GGB 绘制函数图像，并验证图像特征与卡片上标注的是否一致。 
3) 教师提供一系列函数表达式(包括简单函数、分段函数、抽象函数等)，学生分组进行挑战，看哪

一组能在最短时间内准确判断这些函数的奇偶性，教师记录判断结果和所用的时间。 

3.3. 开发阶段 

第三阶段是开发阶段，在这一阶段教师需要准备用于教学活动的相关材料，主要是指教学情境(京剧

脸谱、八卦图、剪纸艺术)、教学技术手段(多媒体技术以及 GeoGebra)、教学问题、例题习题等。 

3.4. 实施阶段 

生活实例引入：展示京剧脸谱、八卦图等具有对称性的图片[2]，引导学生观察并思考这些对称现象

在数学中如何体现。 
教师：同学们，大家看一看 PPT 上的这些图片(用 PPT 进行放映)，思考一下这些图片都有什么特点

呀？ 
学生：对称的！ 
教师：很好，对称是生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共同研究函数图像的对称性，也

就是函数的奇偶性。 

3.4.1. 概念讲解与直观感知(约 15 分钟) 
活动内容：利用多媒体展示函数 ( ) 2f x x= 和 ( ) 3g x x= 的图像，利用 GeoGebra 软件动态演示函数图

像，让学生观察当 x 取一对相反数时， ( )f x 与 ( )f x− 以及 ( )g x 与 ( )g x− 在图像上的位置关系。引导学生

通过拖动点 ( )( ),x f x 来观察对应点 ( )( ),x f x− − 的位置(同理 ( )g x )，直观感受函数奇偶性的特征。通过互

动问答，让学生尝试用自己的话描述奇偶函数的定义。 
[思考 1]：完成下面的表格(表 1)，以 ( )f x 为例，观察所得出的函数值，你能发现有什么特点吗？下

面我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教师引导学生讨论、交流，并分析、补充完善后总结出偶函数的定义) [4]。 
 
Table 1. The function values of the two functions corresponding to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value 
表 1. 自变量取值时对应的两个函数的函数值 

x  ... −2 −1 0 1 2 ... 

( ) 2f x x=  ... 4 1 0 1 4 ... 

( ) 3g x x=  ... −8 −1 0 1 8 ... 

 
教师提问：大家看看这两个函数图像(展示 ( ) 2f x x= 和 ( ) 3g x x= 的图像)，能发现什么特点吗？(如图

3、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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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Function graph of function ( ) 2f x x=  

图 3. 函数 ( ) 2f x x= 的函数图像 

 

 
Figure 4. Function graph of function ( ) 3g x x=  

图 4. 函数 ( ) 3g x x= 的函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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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回答：对于函数 ( ) 2f x x= ，图像关于 y 轴对称且当自变量任取定义域中一对相反数时，对应的

函数值相等，即 ( ) ( )f x f x− =  [4]。 
教师总结：设函数 ( )f x 的定义域为 D ，任意 x D∈ 都有 x D− ∈ 且 ( ) ( )f x f x− = ，那么函数 ( )f x 就

叫做偶函数。 
图像特征：偶函数的图像关于 y 轴对称。 
教师追问：函数 ( ) 2f x x= ， [ ]2,1x∈ − 是不是偶函数？偶函数对定义域有什么要求[4]？ 
学生回答(思考后)：不是，偶函数的定义域关于原点对称。 
教师提问：基于以上偶函数的学习，我们能不能用类比的方法，探讨出函数 ( ) 3g x x= 的特点并总结

出奇函数的定义呢？(小组讨论) 
学生总结：设函数 ( )f x 的定义域为 D ，任意 x D∈ 都有 x D− ∈ 且 ( ) ( )f x f x− = − ，那么函数 ( )f x 就

叫做奇函数。 
图像特征：奇函数的图像关于原点呈中心对称。 
教师追问：任意的奇函数 ( )f x 是否都有 ( ) ( )f x f x− = − 呢？(学生独立思考、个别提问回答问题，然

后对有争议的细节进行小组讨论。) [4] 

3.4.2. 奇偶函数图像创作(约 10 分钟) 
活动内容：分组让学生设计一个简单的函数，例如 ( ) 1f x x−= 和 ( )g x x=  (如图 5)，并利用 GeoGebra

绘制其图像。引导学生观察图像，判断所选函数是否为奇函数或偶函数。鼓励学生尝试修改函数表达式，

观察图像对称性的变化，进一步理解奇偶函数的性质。 
 

 
Figure 5. Graph of the sum of functions ( ) 1f x x−=  and ( )g x x=  

图 5. 函数 ( ) 1f x x−= 和 ( )g x x= 的函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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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教师利用 GeoGebra 的可视化优势，精心设计并再现数学概念的生成情境．这种情境的再

现不仅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能够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参与热情[5]。通过动手实践，让学生亲身体

验函数图像的创作过程，加深对奇偶函数图像特征的理解。 

3.4.3. 奇偶函数判断挑战赛(约 15 分钟) 
活动内容：教师提供一系列函数表达式(包括简单函数、分段函数、抽象函数等)，学生分组进行挑战。

每组学生轮流上台，抽取一个函数表达式，并在限定时间内判断其奇偶性。判断正确的学生可以为小组

加分，最终得分最高的小组获胜。 

3.4.4. 分层联系，深化理解(约 10 分钟) 
[活动设计] 请独立解答例 1，并思考判断奇偶性的步骤有哪些？ 
例 1. 利用定义判断下列函数的奇偶性 
(1) ( )f x = 4x    (2) ( ) 1f x x x−= +  
(3) ( ) 1f x x= +   (4) ( ) 0f x =  
学生讨论探究后回答：(1)是奇函数，(2)是偶函数，(3)是非奇非偶函数，(4)是既奇又偶函数。 
教师补充：用定义判断函数奇偶性的步骤：1) 求定义域，看是否关于原点对称；2) 计算 ( )f x− ；3) 

判断 ( )f x− 与 ( )f x 的关系，并作出结论：若 ( ) ( )f x f x− = ，则函数 ( )f x 是偶函数；若 ( ) ( )f x f x− = − ，

则函数 ( )f x 是奇函数(简称：一看、二算、三判断) [4]。 
例 2. 判断下列分段函数的奇偶性(板书解题过程) 

( )
2

2

2 , 0
2 , 0

x x xf x
x x x

 − <
= 

+ ≥
 

解答：1) 首先，检查定义域： 
该分段函数的定义域为全体实数集 R，关于原点对称。 
2) 然后，计算 ( )f x− ： 
 0x ≥ 时， 0x− ≤ ，∴ ( ) ( ) ( )2 22 2f x x x x x− = − − − = + 。 
 0x < 时， 0x− > ，∴ ( ) ( ) ( )2 22 2f x x x x x− = − + − = − 。 
3) 比较 ( )f x− 和 ( )f x ： 
当 0x ≥ 时， ( ) ( )2 2f x x x f x− = + = 。 
当 0x < 时， ( ) ( )2 2f x x x f x− = − = 。 
4) 得出结论： 
对于任意定义域内的任意 x ，都有 ( ) ( )f x f x− = ，即该分段函数 ( )f x 是偶函数。 

3.5. 评估阶段 

1) 学生学习效果评估 
通过测试、作业、课堂问答等方式，检查学生对函数奇偶性定义、性质、判断方法等的掌握情况。 
2) 教学过程评估 
评估采用的教学方法(如讲授法、讨论法、探究法等)是否适合“函数奇偶性”的教学内容，是否有助

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4. 反思与建议 

基于 ADDIE 模型的“函数奇偶性”教学设计实施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在教学过程中，虽然基本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6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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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预定的教学目标，但发现学生在理解函数奇偶性概念及应用上存在一定困难，可能是教学内容呈

现不够直观、互动环节较少所致。因此，建议在未来教学中，应增加更多直观的实例演示和互动讨论，

以加深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并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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