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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函数的概念是初中和高中函数重要教学内容之一，它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阶段性，学业质量评价注重中

小学教学内容衔接上的整体把握，而传统的概念告知型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学生不了

解概念的来龙去脉就很难掌握概念的内涵本质，最终会影响学习效果以及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该篇章

从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角度出发，分析初高中函数概念衔接教学的现状、问题的成因并给出优化策略：

1) 把握阶段目标，建立可发展的概念内涵；2) 找到前后内容衔接点，注重函数发展过程，促进知识的

迁移与同化；3) 实施多样教学模式，构建核心素养。最后，结合提出的策略对高中函数的概念进行教学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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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function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eaching contents of middle and high school func-
tions, which has a certain continuity and periodicity. Academic quality evaluation focuses on the 
overall grasp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ing content.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informing teaching model cannot meet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cepts by 
students. If students do not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concepts, it is difficult to grasp the es-
sence of their connotations, which will ultimately affec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the implementa-
tion of core subject literacy. This chapter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ng core competen-
cies in the disciplin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auses of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func-
tional concepts in middle and high schools, and provid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1) Grasp stage 
goals and establish developable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2) Find the connection points between 
the content before and after,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of function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transfer and assimilation of knowledge; 3) Implement diverse teaching modes and build core com-
petencies; finally, design teaching for the concept of high school functions based on the proposed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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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纵览函数的发展历程，许多数学家从代数、集合甚至对应的方面不断给函数下定了新的思想，对函

数的概念、目标、内容的要求不断加以调整，适应了不同时代函数内容教学的发展。关于函数的研究不

断地被推进和完善，函数内容的学习对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价值，函数渗透的相互联系的思想

为我们用辩证的观点看待现实世界提供了依据。作为客观世界中描述变量关系规律的基本语言和工具，

函数概念的内容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初高中数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它既是

数学学习的重点，同时也是数学学习的一个难点。在初高中数学学习的过程中，函数的观点和方法贯穿

其中，因此，在不同学段加强函数知识点的衔接至关重要。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指出：“高中数学课程以学生发展为本，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培育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提升数学学科核心素养。”[1]学科核心素养应贯穿在教师教学

的各个环节，突出体现在教学目标的设定上，核心素养与教学内容及教学过程具体方式和载体的融合上。

因此，怎样使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真正成为可以落实的教学目标，从而集中体现在课堂教学中，这是值得

新教师深入思考的。 

2. 初高中函数概念教学衔接的现状 

在高中数学函数概念教学中，教师常用的教学方式：情境引入——探索共同特征——抽象概括——

给出定义——辨析概念——总结。这种教学方式注重了概念的形成，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学生较容

易理解[2]。但这种教学模式容易使教师忽略高中函数概念与初中函数概念的联系，从而产生教学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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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随着各类教材编排的差异，也存在另外一种常见的教学方式，就是直接给出函数定义，并对定义

本质进行剖析，然后结合例子辨析函数概念。这种教学方法对学生要求较高，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先前

有关知识与经验，并能用演绎、类比的方法理解函数概念。 
但这两种常见的函数概念教学方式都忽略了高中函数概念与初中函数概念的联系和学生数学学科核

心素养的形成，容易产生教学脱节，导致学生对函数概念本质的理解。函数知识对于初中和高中的学生

来说，无论是学习掌握，还是实际应用都是一个难点，不少学生对于这部分的学习感到尤为困难。 
而有些教师虽然也意识到了要与初中函数概念进行联系，并要求学生自行归纳整理，但由于学生的

认知水平不同，他们容易缺乏系统性的衔接，存在衔接不够紧密、系统性不强的情况。 

3. 初高中函数概念教学衔接不当的因素 

3.1. 概念本身的性质  

初中学习的函数概念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形成的，它强调的是变量的变化过程，学生在具体情境体会

概念的形成过程，理解起来比较容易。而高中教材在函数概念的形成过程中语言较简洁，它涉及了集合

知识，是在集合与不等式学习的基础上直接抽象出来的。集合内容又是高中阶段第一个新学习的内容，

用集合的语言来描述函数概念本身就有很强的抽象性，如果学生不理解集合的定义，可能会影响对函数

概念的学习。 
在学习函数的概念过程中，函数符号“ f ”与学生之前学习的一般数学符号不同，它具有高度的抽

象性。若学生不理解符号的内涵，对于数学符号 ( )f x 替换为 ( )g x 就慌不择路了，符号本身不能充分、明

确表示其内容，形成符号形式与符号内容的联系需要进行更多的心智转换活动。实际上符号“ f ”表示

的是对应法则，但我们不能通过符号“ f ”想象出相应的对应法则，虽然这种对应法则确实存在。函数

符号“ f ”的这种“隐蔽性”导致学生学习函数概念时感到困难[3]。 
函数涉及较多的子概念，一方面，初中的“变量说”和高中的“对应说”都描述了“变量”变的过

程，构成了函数概念的本质属性。在现实中，“变”与时、空有关，而时、空在数学中还没有被定义，学

生理解起来较抽象。另一方面，概念变量的意义既可以表示数，还可以作为有形甚至无形之物，更具有

一般性。这种“变量”概念的复杂性无疑让一些学生感到困难。 

3.2. 教师的课程内容刻板化 

课程内容的呈现与学生的学习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它也充分反映了教师课前备课的情况。在实际的

中学数学教学中，教师的教学都是以“课时”为单位的，有些教师进行授课时往往局限于课本上的内容，

脱离课程标准；还有的教师不关注教学内容的发展过程，忽略前后内容的联系，这就致他们在教学时只

着眼于某一课时的教学，忽视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容易造成学生学习的散点状与碎片式，导致学生

学习的多样与复杂，对学习产生厌倦。 

3.3. 教师的教学方式单一 

在对概念课进行教学时，大多教师就是要求学生对概念进行画线，然后记住概念就可以了。但这种

教学方式较适合学生理解那些符号和词句少的概念，而不适合高中阶段存在的抽象复杂概念，比如：函

数的概念。这种传统的概念教学模式不仅不利于学生对概念本质的理解，还不益于开阔和创造学生思维。 

3.4. 学生的求知方式和思维能力的差异性 

在不同学段随着学习任务的复杂性，学生的学习方式也要相应地转变。然而，在实际的数学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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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现：一方面，学生的有意义学习观不足，缺乏学习的心向。对函数概念的学习是片面的、独立的，没

有系统地把新概念纳入到已有的认知结构中，难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高一学生的认知水

平发展还不够健全，他们的思维能力还存在欠缺，抽象概括与理解水平、举一反三能力还不足，缺乏元

认知方法，难以对知识进行识别、加工和重组，自我监控和调节水平也有待加强。 
严谨抽象的高中函数概念需要学生进行深度学习与思考，因为深度学习是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

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4]，深度思考又是学生发现自己学习方法存在问题并作及时调整的有效途径。 

4. 初高中函数概念内容有效衔接的策略 

有效衔接初中和高中的函数概念，既要充分认识到它们的本质区别与联系，又要考虑学习主体的认

知发展规律。初中函数概念较为直观、具体，而高中函数概念更具抽象性和复杂性，它更强调对应关系

的本质。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将儿童的认知发展归纳为四个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

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初中阶段的学生主要处于具体运算阶段，他们虽然能够进行具体的逻辑思维，

但是对函数概念的理解还依赖于具体的实例和直观感受；而进入高中，学生逐步进入形式运算阶段，能

够进行抽象的思考和演绎推理。因此，要根据内容特点和学生认知情况进行初高中函数概念的教学。 

4.1. 把握阶段目标，建立可发展的概念内涵 

教材把函数概念安排在初高中不同学段，是充分考虑了知识间的难易程度与学生认知发展的关系。

学生的认知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的思维在不同阶段也有区别。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

区理论在教学中提醒着我们：要关注学生现有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因此，初中数学教

师在制定函数概念的目标时，要注重巩固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准确了解学生的学情，根据函数概念的发

展，分析学生对函数概念建立的难点，确定初中阶段的函数概念的内涵，适当地对函数定义进行外延，

帮助学生加强函数概念的深刻理解，为高中的函数学习打下基础。 
对函数概念教学目标的设计应以课程标准为导向，将体验性目标和结果性目标相结合，教师要根据

函数教学内容在不同课程标准、不同阶段的教学目标，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函数的概念和性质，充分

发掘函数概念的本质特征，提炼出函数概念内涵的一致性。 

4.2. 找到前后内容衔接点，注重函数发展过程，促进知识的迁移与同化 

教材内容的编排是按照一定的知识逻辑顺序和学生的认知发展情况来制定的。因此，教师要找到与

课程内容一脉相承的东西，用它贯穿教学的始终，让学生看到不同表象背后的根本性东西；寻求不同阶

段的教学的要求，找到函数教学中一以贯之的数学思想方法，发展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注重知识的系

统连贯性，注意承上启下，将新旧知识衔接起来，帮助学生找到初高中函数内容的衔接点，帮助学生利

用已有的知识去理解新的知识，促进发展知识的“生长点”，促进知识的迁移。这样，数学学习起来就轻

松得多，也简单得多了。 
函数的内容在发展历史中经过了多次的扩张，每次的发展都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都为不同时代的函

数内容教学服务[5]。因此，这就需要教师教学时要熟悉函数内容的发展历程和发展变化，重新建构函数

历史发展进程，思考如何设置新课的导入，如何将数学史巧妙地融入到初中和高中的数学教学中，实现

函数学习的过渡。这样，学生就能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函数相关内容，实现对函

数内容发展的整体认识，做好初高中函数内容的有效衔接。 
高中数学教师在重构函数新知识时，需要唤醒学生记忆中的已有知识，使得学生能将所要接受的新

知识与原有的知识发生相互整合。从函数概念的发展史出发，以物理的运动变化规律为基准，对接基本

函数的概念、性质，促进函数概念的同化。为了促进学生对函数知识的理解与同化，教师的教学设计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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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旧知，促进知识的融会贯通，对抽象的函数概念从学生熟悉的具体情境进行形象地、多样地引入。  

4.3. 实施多样教学模式，构建核心素养 

数学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帮助学生形成伴随一生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之会想事、会做事，函

数内容的教学目标亦是如此，要帮助学生探寻和找到函数的本质，培养学生的能力，增强数学意识，提

升数学核心素养。在数学教育中，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要注重在情境中引导学生发现、提出、分析、解

决问题，注重帮助学生在理解问题的基础上整体建立知识的结构，促进学生能力迁移和可持续的发展。

因此，教师在对初中或高中的函数概念知识进行教学时要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改变育人方式，改进教育

方法，注重指导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方法，挖掘学生已有的知识和能力，培养他们的“最近发展区”，帮助

学生树立积极的解题思想，丰富函数研究思想方法，感悟思想的真谛。 
教学中数学教师要对初高中函数内容进行结构化的整合，以结构化促进内容的整体把握，建立完整

的数学体系，改进教学课堂方式，以“函数主题”统领，实现深度覆盖，促进融会贯通，从而能够在函数

主题的建构中，感悟函数内容本质的一致性；在整体建构中，感悟内容结构的一致性；在关联建构中，

感悟核心素养的一致性。 
初高中数学教师在对函数教学内容进行整合的过程中，要摒弃“满灌式”、单一的教学模式，多样

的教学方式更能激发学生对函数内容的学习兴趣。而教学方式的选择需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实际情况、

不同阶段的学生学习特点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有以下教学方式： 
(1) 建构对比关系图、概念图，从图式中帮助学生清晰地刻画函数的概念，以达到多角度、多方位的

理解函数概念，以培养学生的数学建模思想； 
(2) 深层剖析概念，追问学生，让学生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函数概念的例子，通过对话的方式让学生

自我反思，探索概念的内在含义和逻辑，提升数学抽象能力； 
(3) 开展课题的研究和项目的学习，课堂的教学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讲与学生的学，适时地给学生提

供课题研究的机会也能促进他们的学习，特别是对像函数内容这种较难理解的知识点的研究。学生参与

到函数内容的课题研究中，经历研究的过程，既能帮助他们深度地理解函数内容，又能培养学生的科研

精神，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为后续函数内容的学习提供理论基础和学习经验； 
(4) 结合信息技术软件，借助函数图像地直观演示，帮助学生深刻理解函数的概念，培养学生的直观

想象能力和数形结合思想。 

5. 教学设计 

5.1. 旧知回顾，复习初中函数的概念 

活动一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函数的概念，在初中阶段我们已经学习过函数，下面请同学们来说说

你们对函数的认识，函数是什么？学过哪些函数？ 
师生活动：教师要求学生自行阐述学过的函数概念、例子，等学生说完，教师在多媒体上给出初中 

的函数概念和相应的例子，并追问学生：y = 3 是函数吗？y = x 与
2xy

x
= 是同一个函数吗？学生同桌之间 

相互讨论并论述各自的观点。教师指出学生们争论的焦点，引出本节课学习的内容。 
预设：有的学生认为 3y = 不是函数，因为它只有一个变量，也有的学生认为它是函数，因为它可以

换成 0 3y x= + 。 
设计意图：通过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回顾初中函数的概念，可以让教师快速地了解学生对其内容的

掌握情况，帮助学生巩固旧知，培养他们的概括能力；教师追问学生，引发学生思考，让学生带着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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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本节课的学习，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活动二 师生一起观看函数概念的发展史视频。 
设计意图：让学生深入了解函数的产生与发展，以史料育人，既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在数学

课堂的文化体验，又能为本节课学习新的函数概念做铺垫。 

5.2. 分析实例，逐级生成函数的概念 

请同学们阅读课本的三个实例，并思考下列问题。(3~5 分钟) 
① 在每个实例中，变量所构成的两个集合的元素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② 这三个实例的对应关系分别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的？  
③ 以上三个实例有什么相同的特征？ 
师生活动：教师引导学生小组讨论，学生代表发言本组讨论所得到的答案，师生点评、总结归纳三

个实例的不同点、共同点和结论。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从实例中认识函数的表示方法和三要素，对函数有了初步的认识。在学生的合

作交流、总结归纳过程中，既可以领悟从特殊到一般的数学思想，又可以提高他们的抽象概括能力。 
教师活动：板书函数的概念：设 A、B 是非空的数集，如果按某种确定的对应关系 f ，使对于集合 A

中的任意一个数 x ，在集合 B 中都有唯一确定的数 ( )f x 和它对应，那么就称 f ：A → B 为集合 A 到集

合 B 的一个函数，记作 ( )y f x= ， x A∈ 。其中， x 叫做自变量， x 的取值范围 A 叫做函数的定义域；

与 x 的值相对应的 y 的值叫做函数值，函数值的集合{ ( ) |f x x A∈ }叫做函数的值域[6]。 
追问：新的函数定义与初中的函数定义有什么异同点？ 
师生活动：教师引导学生类比初高中的函数概念，得到：函数是特殊的对应。(板书)教师让学生尝试

回答课前提出的关于 3y = 是否为函数的问题，要求学生从集合的角度进行解释，待学生回答完后用

Geogebra 动图软件向学生展示 3y = 与垂直于 x 轴的直线的交点动图，并解释拖动线段时两条直线只含有

一个交点，也就是一个 x 值有唯一的 y 值与之对应(图 1)。 
 

 
Figure 1. Demonstration of “y = 3 is a function” 
图 1. “y = 3 是函数”的演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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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通过提问学生初高中函数不同的定义方式，引发学生思考，使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函数，

培养学生善于归纳总结能力；学生尝试运用新知解决前面提出的问题，鼓励学生敢于尝试。用问题串式

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明确函数的变量关系不仅可以用解析式来表示，还可以用图像以及表格的形式来

刻画，初步体会“对应”。利用信息技术直观向学生解释 3y = 是函数，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概念的定义，

培养数形结合思想。 

5.3. 尝试画图，动态演示 

下列可以作为函数 ( )y f x= 的图像的是(    ) 
(1) 2 9y x= + ；(2) y x= ； 

 

 

Figure 2. A demonstration for “ 2 9y x= +  is not of a function” 

图 2. 2 9y x= + 不是函数的演示图 
 

 
Figure 3. A demonstration diagram of “y = |x| is a function” 
图 3. y = |x|是函数的演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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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尝试画出这两题的图像，并进行作品展示，说明它们是否为函数。生生互评，最后教师用 Geogebra
软件向学生展示其图像与垂直于 x 轴直线的交点变化的过程：画出图形，分别作出垂直于 x 轴的这条线，

移动这条线，观察图形与这条直线的交点个数(图 2、图 3)。 
设计意图：通过画图像并进行辨析，感受函数的对应关系，培养学生的数形结合能力以及数学建模

的思想。生生互评，有利于提升自我反思能力。 

5.4. 概念升华 

思考：根据以上得出的概念，大家可以举出生活中有关函数概念的例子吗？ 
学生活动：圆的半径与圆的面积，我们的学号与姓名的关系…… 
设计意图：由数学情境问题到符号应用，作为教学活动的主要出发点、落脚点和易错点，从而引导、

帮助学生更好地纠正概念理解的偏差、辨析概念。从特殊到一般，揭示数学概念的发现、应用过程，给

学生“数学创造”的体验。 
师生活动：教师强调、剖析概念中的关键词，并提问学生：一个函数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函数值域

的确定与函数的定义域、对应关系有关吗？学生自主思考并回答。 
追问 1：如何理解“对于 A 中的任意一个数，在集合 B 中都有唯一确定的数 ( )f x 和它对应”？ 
预设：学生沉默，教师解释。 
追问 2：“按照某种确定的对应关系”是什么意思？ 
预设： f 可以看作“ x ”施加的某种运算或法则。 
师生活动：教师肯定学生的回答，并举出例子 ( ) 2f x x= ，f 就是对自变量 x 求平方，易于学生理解。 
设计意图：进一步对函数概念进行剖析，突破本节课的重点与难点，使学生准确掌握和理解函数的

概念，从学生的回答中也可以看出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概念。 
追问 3：如何判断两个函数是否相同？ 
师生活动：学生根据前面的提问和讨论并在老师的指导下，会通过函数的概念来判断几个函数是否

为同一个函数，也可以依据对应的法则、定义域来判断。 
设计意图：一步步深入地提问学生，使学生由浅入深地理解函数的相关知识。 

5.5. 拓展实例，夯实新知 

拓展 1：抛开炮弹运动变化的背景，若保持集合 A 和对应关系 f 不变，分别缩小和扩大集合 B ，则：

(1) 对应关系 f 是否为从集合 A 到集合 B 的函数，若是，值域是什么？(2) 对应关系 f 是否为从集合 B 到

集合 A 的函数？[7] 
拓展 2：抛开气温 θ随时间 t 的变化的背景，辨析对应关系 f 是否为从集合 A 到集合 B 的函数以及从

集合 B 到集合 A 的函数[7]。 
拓展 3：抛开我国人口数随年份的变化的背景，辨析对应关系 f 是否为从集合 A 到集合 B 的函数以

及从集合 B 到集合 A 的函数[7]。 

师生活动：教师启发学生抛开物理运动的背景，利用集合与对应的语言描述函数关系。学生结合函

数定义，利用集合与对应的语言描述函数关系。 
设计意图：辨析函数概念，强化值域的定义，感受用集合与对应语言描述函数的必要性，强调对应

关系的方向，体现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思想，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 

5.6. 整合内容，强化思想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在学习思路、内容、方法和感受上有什么收获？你还存在什么疑问？函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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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作用除了体现在课本外，它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不是也发挥了作用呢？请大家认真思考并举例说明。 
师生活动：学生畅谈本节课的收获，教师补充说明。 
设计意图：鼓励学生全方位的梳理和思考，让学生开放性的总结和思考有助于学生整体审视学习过

程，内化、升华学习成果，提高概括水平能力。通过拓展函数的应用，使学生感受学习函数的重要性。 

6. 结语 

在处理初高中函数概念的衔接问题时，教师要以新数学课程标准为导向，以发展学生的数学核心素

养为终极目标，试图做到以下三方面： 
(1) 衔接教学目标，虽然函数概念在初中上是一个单值对应，但它同样也在高中学习的集合内容之内，

它是初中函数概念的深化。所以教师要整体把握中学数学，把握初高中数学教材、初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提出的函数教学要求，全面看待不同阶段的函数教学目标，从而促进教学目标的一致性。 
(2) 衔接教学内容，初中函数概念的教学注重概念的形成，而高中函数概念的教学是对概念进行同化，

高中函数概念是在初中的基础上进行深化理解。因此，教师在头脑中应该形成完整的中学数学知识体系，

充分利用学生的已有知识，用学生熟悉的知识引入新知，作为新知的逻辑生长点，顺利有效地完成新知

的生成过程，从而温故知新[8]。 
(3) 衔接教学方式，教师要尽可能地交给学生更多的数学方法，在讲授新课或习题课时要注重渗透数

学思想方法，引导学生通过反思和总结，使这些数学思想明朗化[8]，加深于记忆中，这样有利于学生为

今后学习函数的内容奠定基础。在数学教学中，教师交给学生的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的概念、公式、定

理上，更应该传授给学生学习函数内容的思想方法与技巧，从而让学生能真正理解知识的本质。因为在

不同学段的函数的学习深度和广度不一样，但是在函数学习、运用时的思想方法是相通的、一致的。其

实，这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蕴含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有将这些思想灌输给了学生，他们在遇到

复杂问题时才不容易产生畏惧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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