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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函数是初中最为重要且抽象的概念，学生对于函数概念理解存在极大误差，因此基于课题式教学理念，

通过梳理函数概念的发展历程，挖掘函数概念的本质，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感知运动变化过程，理解

函数的本质——对应，生成函数的概念，为初中函数概念教学提供一种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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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nc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abstract concept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there is a great er-
ror i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concept. Therefo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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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teaching, by sorting 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unction concept, digging out the essence of 
the function concept, and guiding the students to perceive the process of movement and change in 
classroom teaching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function-correspondence, the concept of func-
tion is generated, so as to provide a new attempt for the teaching of the concept of function in ju-
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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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课题式教学[1]是教师通过对于数学史的研究，依据知识结构与知识发展历程，在理清数学知识是如

何产生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哪些重要阶段，具有哪些重要价值，蕴含哪些重要数学思想等问题的基础

上，将数学内容设计为数学课题进行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课堂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而在进行课

题研究时，往往创造出来的是学术形态的数学知识，当进行课题式教学时，教师需要将学术形态的数学

知识进行教育形态化，要依据数学史与学生的数学现实和生活经验，重新构造适合学生的问题情境展开

教学，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围绕知识产生的本原性问题与派生性问题，通过问题驱动的方式，确保学生历

经知识产生的几个关键阶段，完成知识真正意义上的“再创造”，并随着一个个数学课题的完成，让学

生能够掌握整体性知识，理解知识产生的重要性，体会其价值与思想，其基本架构[2]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Basic architecture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method 
图 1. 课题式教学法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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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概念是初中学生接触到的第一个抽象概念，八年级学生虽然已经从具体形象思维逐步过渡到抽

象逻辑思维，但其抽象逻辑思维还有待发展；加上第一次接触函数概念，从原来学习过的对“数”的研

究转向对“变量”的研究，总会觉得函数概念晦涩难懂。有研究表明多数学生没有办法理解函数概念的

本质，认为只有表示两个量关系的方程或者代数式才是函数，并且认为函数一定要有规律，能够用解析

式进行表达[3]。根据历史发生原理，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的个人认知障碍与科学知识发展过程中所遇

到的障碍具有很高的相似性[4]。而课题式教学从数学史出发，追溯知识产生的本原性问题，将其运用于

函数概念课堂教学，学生能够经历类似函数概念产生与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在课堂上“再创造”函数

概念，从中明晰函数概念提出的价值，理解函数概念的本质，体会函数所蕴含的思想，发展学生的函数

思维。因此我们基于课题式教学理论对于“函数的概念”这一课时的新知讲授部分进行片段教学设计，

希望能够为函数概念教学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尝试。 

2. 函数概念的发展历程分析与教学启示 

函数概念伴随着数学的发展，不断地改进与精细化，其产生源于人们对于各种各样运动的研究，在

研究过程中受到笛卡尔的变量思想的启发，便引出了函数的概念。莱布尼兹在 17 世纪末引入了函数的概

念，起初他将函数定义为 x 的幂，而后指出与曲线上相关的像曲线上的点的纵坐标、横坐标等六个量称

为函数[5]。该定义被称为函数的“幂”定义。 
1718 年，约翰·伯努利把变量和常量以任何方式组成的量叫“x 的函数”，其中包括了代数式子与

超越式子。1748 年欧拉指出函数就是由常量与变量组成的解析表达式，欧拉的观点被大多数人所认同，

“解析式说”成为了这时候的主流观点。 
1775 年，欧拉提出了函数的另一个定义，即当两个变量，一个变量随着另一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时，

称前面这个变量为后面这个变量的函数。该定义强调了两个变量之间的变化依赖关系，表示函数是否通

过解析式表达都是无关紧要的，对于人们认为函数必须能够用解析式表达的观点造成的冲击，此时函数

概念处于“变量依赖说”阶段。 
德国数学家狄利克莱于 1837 年指出如果对于 x 的每一个确定的值，都存在唯一确定的一个 y 值与之

对应，就称 y 是 x 的函数。该定义强调和突出了函数概念的本质，即对应思想，抛弃了之前定义中的一

些思想束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函数的经典定义，被称为“变量对应说”，人教版初中数学教材中的定

义就与之相似。 
19 世纪康托尔创建了集合论，函数概念进入了集合论的范畴，使得函数概念更加清晰与准确，应用

更加广泛。 
由上可知，函数概念产生源于对运动过程中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让学

生也去感知运动变化这一过程，以此体会提出函数概念的必要性。并且，函数概念在发展历程中主要经

历了从“幂”定义到解析式说，再到变量依赖说，再到变量对应说，最后进入集合论说阶段，每一次的

发展进步都是对函数概念本质进一步的概括与深化。因此根据函数概念的发展历程，基于课题式教学理

论的“再创造”思想，函数概念课堂教学应让学生经历函数概念生成的几个重要阶段，以此加深学生对

于函数概念对应的本质的理解，并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自主生成函数概念，完成函数概念的“再创造”。 

3. “函数的概念”课题式教学片段教学设计 

根据知识产生背景与学生的“数学现实”，基于课题式教学理论对“函数的概念”这一课时进行片

段教学设计，函数概念的教学应以感受运动与变化过程，理解函数对应的本质，生成函数概念为设计路

线，创设与学生生活相关的情境，以问题驱动的教学方式进行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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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情境 1：播放视频，一列高铁列车以 300 km/h 的速度匀速行驶，行驶时间为 t h，行驶路程为 s km。

s 与 t 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问题 1：请根据你所列出的关系式，完成以下表格(见表 1)，说一说你发现两个变量之间还存在怎样

的关系？ 
设计意图：高铁是学生外出时容易接触到的交通工具，以高铁行驶时间与路程的关系这一情景引入

符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在此情境中，学生可以得到时间与路程的关系式为 0 30s t= ，此时学生认知处于

函数概念发展的“解析式说”阶段。教师播放视频以便于学生感知运动变化过程，而通过清晰明了的表

格可以让学生发现时间取定一个值时，路程的值也唯一确定，以此为揭示函数概念的本质奠定基础。 
 
Table 1. Tabl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speed rail travel distance and time 
表 1. 高铁行驶路程与时间关系表 

时间 1 2 3 4 5 … 

路程      … 

 
问题情境 2：飞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对于飞行的渴望，在 19 世纪末期莱特兄弟通过研究鸟类的

飞行原理设计出了飞机，实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驾驶的飞行，飞机的出现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图 2 是某架飞机起飞后高度 y 与时间 x 的关系图，请你仔细观察，说一说你有什么样的发现。 
问题 2：请根据黑板上图像与老师一起完成以下表格(教师移动点 R，学生填写表 2)，并联系问题情

境 1，说一说你的发现。 
 
Table 2. Table of time altitude relationship during aircraft takeoff 
表 2. 飞机起飞时时间与高度关系表 

时间      

高度      

 

 
Figure 2. Aircraft takeoff route map 
图 2. 飞机起飞路线图 

 
设计意图：此处还是以学生熟悉的运动变化问题情境展开，但是学生发现此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无法用关系式进行表示，这时便引发了学生的认知冲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问题 2 中教师引导学生观

察图像和填写表格，学生可以发现当时间变化时，其高度也在随之变化，此时学生认知处于函数概念发

展的“变量依赖说”阶段，而且当时间确定时，飞机飞行的高度也是确定的，学生从中便能感知问题情

境一、二之间两个变量关系的共同点。但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多个不同的 x 值对应同一个 y 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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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还未得到辨析，因此还需要创设情境进行解决。 
问题情境 3：(利用几何画板播放摩天轮旋转动画，如图 3所示)摩天轮是游乐园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

在摩天轮上，游客可以俯瞰整个游乐园的美景，同时感受高空中的惊险与刺激。下表(见表 3)为某游乐园

摩天轮高度 h m 与时间 t min 之间的关系。 
问题 3：从表格中你有什么发现？ 
问题 4：请你观察一下，这里的 x 值确定的时候，y 值是否确定下来了？ 
 

Table 3. Table of time and height relationship during Ferris wheel rotation 
表 3. 摩天轮旋转时时间与高度关系表 

时间 0 6 12 18 24 

高度 18 28.4 30 28.4 18 

 

 
Figure 3. Animation diagram of Ferris wheel rotation 
图 3. 摩天轮旋转动画示意图 

 
设计意图：在此问题情境中，通过动画的演示让学生感悟运动过程中两个变量的变化过程。但通过

对表格进行观察，学生能够发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无法通过已有知识用关系式或者图像进行给出，而

且学生发现这里 x 值变化时，y 值有可能不发生改变，例如这里当 x 取 6 或者取 18 时，y 均取 28.4，这

时学生就会产生疑惑，此处两变量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通过问题 4 的连续追问，学生会自然地发现

当 x 的值确定时，此处 y 值也随之确定，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确定的 x 值，只有唯一的一个 y 值与之

对应，此时学生对于函数概念的认知处于“变量对应说”阶段，这样便能逐步引导学生揭示函数概念的

本质。 
问题 5：回顾我们以上三个情境，你发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怎样进行表示？ 
问题 6：通过以上分析过程，无论怎样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存在怎样的共性？ 
设计意图：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情境进行分析，学生能够很快发现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

用关系式、图像与表格三种方式，但无论用哪种方式进行表示，当 x 的值确定时，y 值也随之确定，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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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揭示函数的概念：一般地，在一个变化过程中，如果有两个变量 x 和 y，并且对于 x 的每一个确定的

值，y 都有唯一确定的值与其对应，那么我们就说 x 是自变量，y 是 x 的函数。如果当 x a= 时 y b= ，那

么 b 叫做当自变量为 a 时的函数值。至此学生自主生成了函数的概念，完成对于函数概念的“再创造”

过程，学生虽未接触数学史，但是却历经了函数概念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以此加深对函数概念本质的

理解。 
问题 7： 1y = 是不是函数？ 
设计意图：面对这个问题，大多数学生会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函数，因为从其解析式来看它只有一个

变量，但如果用表格或者图像进行表示，再从函数概念的本质出发，就会发现此处对于确定的每一个 x
值，均有一个确定的 y 值与之对应，只不过这里的 y 值均为 1，所以它是一个函数。此问题可以让学生巩

固函数概念，进一步掌握函数概念的本质，并且渗透数形结合的思想，提升学生多角度解决问题的能力，

发展学生的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4. 教学思考 

4.1. 感知运动与变化过程 

函数概念的产生源于人们对于运动过程的研究，在运动过程中发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此建立

概念。课题式教学指出，课堂教学要遵循知识发展的历史，抓住知识产生的本原性问题。而因为函数概

念的抽象性，需要大量实例支撑促进学生对于概念的理解。因此在本节教学设计中，创设了三个问题情

境：高铁运行、飞机起飞以及摩天轮的转动，均是学生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运动情境，从中提出数学问

题符合学生的“数学现实”和知识的发展过程。此外，通过播放视频，运用 GeoGebra、几何画板等让

学生感知运动过程中两个量的直观变化过程，加深学生对于函数是用于刻画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模型的

理解。 

4.2. 理解函数对应的本质 

函数概念的本质即 x 与 y 之间的单值对应关系，学生只有在掌握了函数概念本质的前提下，才能促

进之后函数内容的学习。本节教学设计在三个问题情境中，均利用表格清晰明了的特性，引导学生发现

无论用什么方式表达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x 与 y 的值均是一一对应的，如此自然的让学生从问题的分析、

解决过程中抽象出函数概念的本质，加深概念的理解。 

4.3. 自主生成函数概念 

在课题式教学理念[1]的指导下，课堂教学要让学生经历知识产生与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确保学生

经历数学知识“再创造”的“仿真”过程，让学生能够像数学家创造知识时那样思考，与思想进行对话。

本节教学设计在研究函数概念产生背景的前提下，让学生经历类似函数概念发展的“解析式说”到“变

量依赖说”再到“变量对应说”几个阶段，从一开始的解析式表达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再到无法用解

析式表达，从图像中发现两个变量的依赖关系，最后到图像和解析式均无法表达，而从表格中发现两个

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让学生在认知冲突中解决问题，经历类似数学家一样火热的思考，以此对函数的

概念进行“再创造”，而教师在此过程中只起到引导作用，更多的是学生自己的思考、感悟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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