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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市高中数学青年教师优质课大赛有感 

为激发认知冲突和提出数学问题创设情境 ，为领悟数学本质教学例习题 ，为 
发 展思维设计课件 ． 

汪和平(安徽省潜山县野寨中学) 

最近观摩了市高中数学青年教师优质课大赛，教 

学内容是人教 A版《数学 1》“对数 函数及其性质”一 

节内容．这是一次很好的同课异构活动，是参赛教师 

及其所在学校 团队解读、展现课程 与教学理念 的活 

动，对教师开拓教育视野、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技 

能等方面作用显著．赛课的案例也是教师开展教学研 

究与反思的好素材．下面结合案例谈谈数学教学实践 

与认识中的一些误 区及思考． 

1 重情境形式，轻认知冲突 

课堂教学案例片断： 

播放本市一处国家地质公园科普宣传片．宣传片 

展示了公园美丽风光，及其拥有的全球范围内规模最 

大、剥露最深、出露最好、超高压矿物和岩石组合最为 

丰富的超高压变质带经典地段，并介绍该“高压一超高 

压变质带”是由 1．28亿年前的燕山运动被抬升到了 

地表，形成了罕见且保存完整的变质带，被科学界称 

为一大奇观，它的发现对研究大陆动力学具有深远意 

义．(宣传片用时 4分多钟) 

教师 A：不久前 ，这一处 国家地质公园被批准 为 

世界地质公园 ，同学们想不想到这美丽的公园去探索 
一 下 ? 

众学生：当然愿意啦 ! 

教师 A：刚才宣传片中提到了地质公园形成于 

1．28亿年前，科学家是如何测算出岩石年龄的呢? 

教师A：科学家们经过长期实践了解到岩石内铀 

235的半衰期为 7亿年，则经过 ￡年后岩石内铀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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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A：若科学家们 已经测定 了岩石中的铀 235 

的含量为 。，则如何计算岩石年龄呢? 

(学生长时间没有反应) 

教师A：可根据 一log r土、赤 p。计算出时间 ￡。， 

当我们从不同岩石中测出铀 235的含量 P，就可以计 

算出相应的岩石年龄 ￡了，也就是说这里时间 t是铀 

235的含量 的函数． 

思考 ：从 当时的课堂现状来看 ，学生对教师提 出 

的问题反应较冷清，没有进入积极 的学习、思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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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因此 ，只有在教学中，抓住 几何概型 的定义 ，通过 

研究例题，对其中的关键词加 以区分 和对解法、题 目 

条件进行反思，才能让学生深层次地理解等可能事件 

和正确找出几何概型的等可能事件 ，也有利于学生思 

维能力的提升． 

6 启发与思考 

在新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时刻关注学 

生 自主探究能力的养成 ，解题过程 中所涉及 的细节 ， 

尤其是概率论中的几何概型是最基础、最简单 的概率 

类型．学生在解题时总专注于对原始条件进行等价转 

化化归，意在建构较简单的基本事件，一旦审题不慎， 

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产生 困惑．这一切都需要深刻 

钻研教材 ，对教材的重点难点以及学生学习时已出现 

错误的地方 一定要 铭刻在心 ；对 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 

中，最容易形成学 习障碍的地方 ，通过设置例 习题的 

学习就会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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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情境的意图是从学生生活背景中提出已知幂求 

指数(即求对数函数值)的问题，本是一个弘扬地方文 

化的情境，却没能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引发积极的 

思考．案例情境是从地质公园“申世”宣传片中剪辑的 

内容，重在宣传地质公园的地貌、动植物分布等特征， 

尽管内容翔实，画面精美，但时间过长，缺少数学味， 

情境内容对数学探究愿望和数学思维展开形成较大 

抑制和干扰，使学生没能有效地从情境中产生数学认 

知冲突，从而提出数学问题与激发探究热情，华而不 

实，不能称为好的数学情境．不妨进行如下的改进： 

教师：同学们是否知道我市有一处风景名胜最近 

成功地获得了“世界地质公园”的殊荣?原 因在于公 

园内有全球裸露面积最大的高压一超高压变质带 ，它 

形成于 1．28亿年前．不知同学们对这个数字的来源 

是否感兴趣?我查阅了相关科普资料，地质科考中断 

定地质年代的一种方法是测定岩石内铀 235的含量， 

其半衰期为 7亿年，则经过 t年后岩石内铀 235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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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如果我们 已测定了岩石内铀 235的含量为 

P。，我们如何来计算岩石形成的年代 ? 

不需要精美 的画面就能调动学生沉浸其 中的学 

习愿望 ，进入火热思考数学问题 的状态．既能让学生 

在创设的情境 中学习，又能脱离这一特定情境 向与对 

数及对数函数概念有关的数学问题或情境迁移，凸显 

情境在提 出数学问题中的驱动作用与支架地位．情境 

创设后要注重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的过程，在体验与亲 

历过程中形成概念、方法与数学思想，过多地关注情 

境中的非数学特征的形式只会降低情境创设的效益． 

要特别注意情感情境是为思维情境服务，是为产生认 

知冲突服务． 

2 重训练归纳，轻本质思考 

课堂教学案例片断： 

问题 ：判 断 下 列 函 数 是 否 是 对 数 函数 ：(1)Y 
= log~x ；(2)Y： log32x；(3)Y= log。 +2 ；(4)Y 

一 2log。 ． 

师生共同解答：(1)不是对数函数，其定义域为{z 

∈RI ≠0)；(2)不是对数函数 ，不符合对数 函数的形 

式，真数不是“z”；(3)是对数函数，是底数为 n +2的 

对数函数 ；(4)不是对数函数 ，对数 函数解析式 log z 

的系数应为 1． 

教师 B：对数函数的解析式要辨析底数：底数是常 

数，不含自变量，不同底数的对数函数是不同函数；分清 

白变量：在真数位置上；注重形式：符合 log~x的形式． 

思考 ：概念 的形成需要练 习，概念本质的理解 和 

外延的辨析也离不开训练 ，但是教学例题应紧紧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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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理解而立意，不应是“做几道题，归纳一个题 

型，掌握一种方法”．案例中教师B不恰当的训练与归 

纳是对学生认知规律和教材编写意图把握不到位，在 

教学实践上的错位体现．在学习对数函数定义后，使 

用这道习题，对学生理解对数概念并将抽象的形式定 

义具体化很有必要．但本例题的教学立意应在于：认 

识到我们所讨论的对数函数是此类函数中形式最简 

单 、最基本的函数 ，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逐步认识到 

其他对数型函数可以通过它们与对数函数之间联系 

(如复合、变换)来考察．另外对第(4)问是否是对数函 

数，教师给出否定答案，这是值得商榷 的，因为 

一2log 可化为Y—logcTx，它是一个对数函数．像第 

(4)问这样的训练题完全没有必要 ，不妨选取下面的 

训练题：判断函数 Y—log。1 z l、Y—I log。z I是否是对 

数函数?这样的题更能激发学生课后探究的热情，懂 

得在重视基础知识的同时，形成将复杂问题化归为基 

础知识的意识 ，学会学习． 

3 重课件展示，轻建构指导 

课堂教学案例片断： 

教师 ：运 用幻 灯 片引 导 学 生 列 出并 完 成 下 列 

表格 ： 

Z 0．5 1 2 4 6 8 12 16 

Iog2 — l O 1 2 2．6 3 3．6 4 

log．~z 1 0 —1 —2 —2．6 —3 一 3．6 —4 

学生按教师要求在发放的坐标纸中运用描点法 
1 

作出底数为 2和÷的对数函数图象． 
厶 

教师 C：我们将两个函数图象在同一坐标系中作 

出来了，观察这两个图象，它们有什么样的关系? 

学生 1：关于 X轴对称． 

教师 C：观察描点时所用的函数值列表，我们能 

得出什么样 的结论? 

学生 2：自变量相同时两对应函数值互为相反 

数，从而两函数图象关于 X轴对称． 

教师 c：我们从所列表格中的函数值、所画的图 

象中都可以看出两个对数函数图象关于z轴对称，那 

么能否进行一般性证明? 

师生共 同证 明 ：利用 换底 公式 可 得 —log~z 
一 -- log。z，由于点(1z， ，)和点 (z，--y)关于z轴对称 ， 

所以 —logzz和Y—log z的图象关于X轴对称． 

教师 c：在我们已知函数 Y—log z的图象时，能 

否画出函数 =logff．27的图象? 

学生 3：能，根据对称性可得． 

(教师 C运用“几何画板”，通过反复拖动点演示、 

说明函数 ．)，一log 和函数 Y=log+ 图象的对称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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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约两分钟) 

教师 C：我们已经在同一坐标系中画出了底数为 

2和专的对数函数图象了，为了分析对数函数图象特 
征，请同学们运用描点法在刚才的坐标系中画出底数 

为3和÷的对数函数图象． 
(学生作图，教师也在黑板上作 

出图象(如右图)) 

教师 C：请 同学们结合 图象说 

说对数函数有哪些性质? 

； 

y=log 

一 个很好的作图工具，演示好作图过程与方法有助于 

增强学习兴趣，理解函数概念与把握图象特征．本课 

难点在于结合图象探究函数性质，案例中教师在提问 

学生未果的情况下，错失了一个运用“几何画板”突破 

难点 、发展学生思维的良机 ，学生思维受 阻的原 因在 

于没有先将对数函数图象的本质特征进行归纳分类， 

没有在两种典型特征的图象中分别观察对数函数的 

性质．这时若教师运用“几何画板”引导学生动态地探 

究底数变化与对数函数图象特征的联系，学生会在这 

个过程中辨别清楚对数函数图象典型特征，像指数函 

数那样分两种情况讨论对数函数图象的共性与差别， 

从而清晰地认识对数函数图象及定义域、值域、单调 

性、函数值的变化规律等性质．这样根据学生认知难 

点，充分运用多媒体软件的精确性、可测性，动态生成 

的课件将有效突破教学难点，深化教学重点，让学生 

形成 明确的探究方 向和意识，有效达成课 堂教学 目 

标．多媒体的设计与使用要落实在学生思维的发展需 

要上，围绕学生学习实际而生成． 

4 重比赛突击，轻积累反思 

比赛花絮回放 ： 

此次优质课大赛活动，各参赛教师所在学校都非 

常重视 ，学校领导带队 ，选派多位经验丰富的教师组 

成指导小组，进行集体备课研讨．在确定课题、抽签定 

序后 ，团队立即进行 紧张 的备课，分工协作 、查资料 、 

商讨教案、策划学案、制作课件、准备教具、制作学具、 

试讲打磨等，有些团队的教师一宿都没睡觉．比赛结 

束后，教师们如释重负，立即打包回校，很少有教师留 

下来观摩其他教师的课． 

思考 ：在优秀课大赛活动中，教师们以各种形式 

关注、参与，对增强教学研究氛围、提高教研水平、提 

升教师教学业务能力等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大赛既 

展现了参赛教师的教学风格与水平及对课程与教材 

的理解和教师教学理念，又反映了教师所在学校的校 

本教研状况．一节赛课，需要教师在 日常教学实践中 

注重研究课程标准与教材 ，分析学生的知识结构与认 

知规律 ，科学有度地创设情境 ，在学生认知冲突中提 

出问题，围绕学生自主建构生成课堂教学行为，注重 

让学生经历体验知识的发生、发展、形成过程，培养学 

生积极的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在长期积 累、反思 ，不 

断打磨与改进自己课堂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树立正确 

的学生观与教学观，注重自身专业发展与提升，结合 

自身的特长确立属于自己的教学风格，真正做到这些 

的教师就不必在赛前兴师动众、彻夜思索，精彩也会 

在不经意间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