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种学习结果类型

Ø数学事实、数学概念、数学原理、数学问题解决、数学思想方法、数

学技能、数学认知策略、态度

Ø平面的概念——数学概念

Ø平面的图形表示——数学技能

Ø平面的符号表示——数学事实

Ø平面的基本性质——数学事实和数学原理

Ø在立体几何里，平面几何中的定义、公理、定理等，对于同一个平面

内的图形仍然成立——数学事实

Ø两点确定一条直线和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三点确定一个平面进行类比—

—数学思想方法

Ø分析例题证明的三种思路——认知策略



Ø 初中函数概念教学会涉及：函数概念、

函数思想方法、分辨常量与变量，分辨

一个变量是否是另一个的函数、在简单

的问题情境中写出函数关系式这些技能，

认识函数的应用价值等等。

学习结果类型：以初中函数概念教学为例



六、学习形式类型

Ø 奥苏伯尔认为，学习的实质是新知识与学生认知结构中原有

的知识，通过相互作用，建立非人为和实质性的联系。新旧

知识的相互作用，就是新旧意义的同化，其结果是新知识获

得意义，原有认知结构发生改组。

Ø 根据将要学习的新内容与学习者已经知道的相关内容之间的

关系，他把学习分类为下位学习、上位学习和并列结合学习。



Ø 上位学习也称总括学习，是指在认知结构中原有的几个观念的基础

上学习一个包容性程度更高的命题。

Ø 下位学习是指认知结构中原有的有关观念在包容和概括水平上高于

新学习的知识时所进行的学习。

Ø 并列结合学习是指将要学习的新内容不能与认知结构中已有的相关

内容构成下位或上位关系的学习。

六、学习形式类型



七、任务分析

              起点  —————— 终点（教学目标）

Ø认知过程的分析就是对学生的起点能力转化为终点能力所需要的先决技能及

其上下左右的关系进行详细剖析的过程，旨在明了学生已有认知与教学目标

之间潜在的距离，逐级追。

Ø初中函数概念教学以字母表示数、代数式、代数式的值、图表的信息读取等

作为先决概念和技能。首先，学生要能够分清问题中的常量和变量，自变量

和函数，并能说明区分的理由。其次，学生要能够利用函数的定义，判断一

个图像是否是一个函数的图像，能够区分函数与函数值。

先决概念、技能



八、分析教学难点和关键点

v 教学中的难点是学生理解、掌握或运用比较困难，容易产生混

淆或错误的知识点，是造成学习成绩差距的分化点。关键点是

对掌握某一部分知识起决定作用的内容，是教学的突破口。

v 重视难点的形成原因

§ 主要由学生已有的认识与学习内容要求之间的落差造成，但

由于教学过程是由教师、学生、教材以及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系统，因此也需要从系统中综合地进行分析



难点可以转化

v 抽象程度高、结构比较复杂、综合性较强以及需要运用新的观点从

思维方式来学习的内容，容易形成学习障碍，均可能成为学生学习

的难点。

v 由于每个学生的认知结构存在差异，因此不同的学生在难点的形成

与突破上也会出现差异，所以“难点”是因人而异的。

v 也与课程的安排、学生学习的年龄、先决知识、经验、技能的掌握

等有关系，有了相应的基础和准备，可能就不难了。



难点中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数学本身特点和学生学习心理  《中学数学教
学概论》P294

 曹才翰先生指出中学数学教学有五个难点：

从算术到代数，这主要表现为

难点一：由数向文字过渡，文字既有确定性——一旦取定了，就是确定的，又是
任意的。算术方法向代数方法的过渡，所谓算术方法是用已知数来表示未知数，
而代数方法是把已知数与未知数同等对待，一起参加运算

难点二：由代数向几何过渡，即由数过渡到形。这里主要困难在于从错综复杂的
图形中辨别简单图形、逻辑推理的入门（其中包括证明、书写格式等）。

难点三：由常量数学向变量数学的过渡。这时学生的思维方法仍然停留在形式逻
辑的范围内，而缺乏辩证逻辑的思想，因而对反映在数学中的变化、互相联系、
对立统一等难以理解。

难点四：从有限向无限的过渡。这里的困难在于抽象的思维达不到相应的程度。

难点五：由必然到或然的过渡，因为这两者思考方法和思考习惯都不一样，这就
要培养学生的或然思维。

中学数学教学五个难点



函数概念难理解

Ø 能背书面定义与心中有正确表象（在人的头脑中出现的与那个概念相

联系的所有画面的集合）不是一回事。

Ø 生：从图象中能读出哪一天的水位是多少，所以水位是时间的函数，

但是不能写出它的解析式，所以它不是函数。

Ø  生：我不明白一个式子怎么就成一条直线了。



函数的学习困难与课程设计  刘静，2006

v曾对学习过函数的300个初三学生作过一个调查.请指出圆的周

长与半径的函数关系式l=2πr中的变量。调查结果是:

对你教学设计的影响？



Vinner & Dreyfus, 1989

下列图形可否是某一函数的图像？

4.是否有某个函数在不为0处都对应到它的
平方，在0处对应到1？
5. 是否有某个函数处处的值都相等？
6. 是否有某个函数在整数上它的值是非整
数，在非整数上它的值是整数？
7. 在你看来什么是一个函数？



第7题（概念定义）的答案分类

v两集合之间的对应

v两个变量间的依赖关系

最
多

• 映射法则

• 解析式

• 运算

• 图像或符号表达

其
次



第1-6题判断的角度



重点难点关键点：以初中函数概念教学为例

Ø 函数概念是教学的重点。

Ø 将函数概念的文字描述转化为学生自己的理解是教学的

难点。

Ø 突破难点的关键是多引用具体实例，从学生熟悉的问题

情境出发，从式、图、表不同的角度揭示单值对应这一

共性，再上升为定义。



Ø 一、引入                             澳门 骆剑峰老师

Ø 例1 留意镜头中加油站加油过程中出现的数据变化情况，回答下列问题;(1)
有哪些量？（2）哪些量是变化的？有没有不变的量？（3）这辆车加入了     
公升油，油价是     元。

Ø 例2 如果今天地面气温是18℃，你知道在澳门上空10000米的温度吗？一架飞
机已经起飞飞行了一段时间，屏幕上显示出许多数据。

在这段飞行过程中，
哪些量是变化的，如
何变化，有没有不变
的量？
二、展开
老师给出变量、常量
的定义，并将其与例
子联系起来

案例



Ø 生活中，常量和变量普遍存在。数学要研究的是在某一变化过程中，两个

变量之间的关系，即它们是怎样互相制约和联系的，并利用它们的关系来

解决问题。例1和例2中，哪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关系？怎样的关系？解决什

么问题？（小组讨论）

Ø 教师给出函数定义，强调一一对应关系

Ø 教师引导学生认识到现实情境中两个变量也可以不存在函数关系（如飞行

速度与机舱外温度）

Ø 三、变式练习

Ø 课前布置收集的数据（停车场1至10小时收费情况、澳门某一天紫外线指

数图）中，说出有哪些量，常量，变量，函数关系，自变量，自变量的函

数？

v 如果将23℃的水加热，每分钟水温上升2℃，求在加热过程中，水温T（℃）

与时间t（分钟）的关系式，并指出式中的常量与变量，自变量及其函数。

v 函数可以有哪些表示方法？

案例



Ø 四、课后练习

Ø 1.写出下列函数关系式，并指出式中的常量与变量，自变量及其函数。

学期初收班费，全班46人，班费总额S（元）与每人缴交的班费n（元）

的关系。

Ø 2.在生活中找出一个存在函数关系的例子，指出其中的常量、变量，并

用表格、关系式或图像表示。

Ø 思考题

Ø 1.在海拔20千米的高空，海拔及其对应的温度还存在t=18-6h的关系吗？

Ø 2.练习2中，当水沸腾后，原来的函数关系是否改变？水温还是时间的函

数吗？如果是，是什么样的函数关系？

案例



教师对教材的加工与再创造

Ø教师不能仅停留在对结论的了解、掌握和运用。为了

简明和规范的需要，教材往往压缩了概念的形成过程，

掩盖了定理、公式和法则的发现过程，隐去了数学思

想的详细的阐述过程，精简了规律的提炼过程。教师

需要把这些还原，需要对数学规律的认识过程作出符

合学生心理的考察与构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