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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倡导加强教学内容的结构化研究的背景下，⽴⾜单元教学，通过制定明

确的学习⽬标，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设计丰富的学习活动，促进学⽣数学活动

经验的积累，促进学⽣数学素养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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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提出的“⽴德树⼈”根本任务、顺应深化课程改⾰的要求，开展

⼤单元设计成为助⼒学科素养落地的关键路径,对于改变当前部分“知识点、习题

项、活动控”为标志的数学课堂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但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教师对学⽣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数学活动经验、应该运⽤怎样

的⽅式指导学⽣获得经验等问题的认识是较为模糊的。

在数学教学的结构化中，数学教学的过程性变式优势明显，过程性变式教学

所建⽴的学科逻辑系统，借鉴和引申到其他内容中，既能够完善已有认知体系和

学习领会新内容的系统，⼜能将不同内容部分之间的关联尤其是思维⽅式联系起

来，形成更全⾯的学科逻辑体系。所以，以过程性变式教学的⽅式构建单元活动

教学设计是促进学⽣获得数学活动经验构建数学学科体系的有效⽅法和⼿段。

⼀、过程性变式教学和单元设计

1.过程性变式教学

过程性变式教学是变式教学中两⼤组成部分之⼀，相对于概念性变式教学1，

过程性变式更注重学⽣在学习活动过程中的体验感悟，并在学习认知过程中形成

独有的学科思维⽅式和线索。这样的教学⽅式特别适合单元教学中建⽴知识点之

间勾连，并加深学习体验的活动教学。

2.单元教学

《教育⼤辞典》中将“教学单元”简称“单元”，认为它是教学的基本单位。教

学单元是教材和教学活动的基本单位。

钟启泉指出，单元是基于⼀定⽬标与主题所构成的教材与经验的模块、单位，

1 变式教学源⾃ 1980年代上海市⻘浦县数学教改实验中对⼀线教师有效教学经验的筛选，最早在 1981年发
表的“演变图形在⼏何教学中的直观效果和⼼理意义”中出现，变式教学分为概念变式与过程性变式两种类
型。



可以⼤体分为基于学术与艺术等⽂化遗产、以系统化的学科为基础所构成的教材

单元（学科单元）与以学习者的⽣活经验为基础所构成的经验单元（⽣活单元）。

教材单元是作为学科框架内的模块式学习内容来组织的；经验单元是通过师⽣合

作或者⼉童⾃身经验活动的模块来计划与组织的。

相对于知识点分割独⽴的教学⽅式，单元教学更注重将知识点以学科逻辑线

索串联，形成具有结构的认知系统，⽽其相互串联的逻辑系统⼜可以借鉴和引申

到其他的单元内容的学习中去，这就使得过程性变式教学和单元设计能更契合地

融汇到⼀起，从⽽帮助学习者在活动体验的过程中构建数学活动认知体系。

⼆、初中函数单元活动教学的情况分析

1.背景分析

基于单元设计的单元教学应注重学科内学科、活动、专题间的有机联系以及

模块或主体间的有机联系，促进学⽣形成合理的认知结构。因此，为了让学⽣更

系统地学习初中函数，在教学过程中应开展多元教学活动，从实际⽣活中引出函

数的概念。当具体学完⼀个简单函数后，应及时归纳总结，让学⽣体会到函数的

思想和⽅法，促使学⽣⾃主探究其它函数学习的过程。

2.对于函数单元学习基础的认知

“平⾯直⻆坐标系”是沪教版初中数学教材七年级下册第⼗五章第⼀节的内

容。“数轴上的点与实数是⼀⼀对应的关系”这⼀部分的教材安排意图，是让学⽣

猜想平⾯上的点与实数之间的关系。这虽然可以让学⽣快速掌握如何写出平⾯内

点的坐标，但却忽视了学⽣从⼀维到⼆维转变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认知困难，既不

能让学⽣领悟引⼊有序实数对的必要性，也不能帮助学⽣理解平⾯内的点和有序

实数对之间的⼀⼀对应关系。

三、教学设计体系构建与实践

1.函数单元的引⼊

函数单元的第⼀课时内容为直⻆坐标系的引⼊，该部分将学⽣对于数学代数

式和⽅程的学习引⼊到了平⾯⼆维空间上，是解析⼏何的开端，也是函数单元的

开篇，更是学习的前期铺垫。



课例 1：直⻆坐标系

【教学活动设计】

考虑学⽣已学习过数轴的相关知识，故以笛卡尔发明坐标系的故事为教学情

境，并融⼊需要解决的数学问题。

师：这只苍蝇向右爬了 5cm，如何⽤数来表示它的位置？向左爬了 3cm，如何表

示？

师：当这只苍蝇向上爬了 5cm，如何表示？

师：当这只苍蝇先向右爬 3cm，再向上爬 5cm，⼜该如何表示？

因为问题情境的引⼊，使得学⽣能直观的感受数学问题。教师的三个问题设

计，能帮助学⽣从⼀维过渡到⼆维，引发认知冲突，并理解“实数对”表示平⾯内

的点的意义所在。

课例 2：函数概念

【教学活动设计】

本班级三位男⽣ 50⽶赛跑的运动过程

问题 1：在赛跑过程中，涉及了哪些量，哪些是变量，哪些是常量？

问题 2：在 50⽶赛跑过程中时间 t和平均速度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或规律吗？

问题 3：如果知道某个学⽣ 50⽶跑的平均速度，他的百⽶赛跑成绩时间唯⼀确定

吗？

当教师引导学⽣运⽤函数概念解决来⾃⽣活中的实际问题，⼗分有利于实现

学⽣知识结构的关联和整合。

2.⾸次学习过程活动的认知和对⽐

正⽐例函数是函数单元中的开篇，学⽣认识理解⼀个函数的⽅法与步骤由此

展开，可以说这部分内容的学习是体验函数学习过程的样板，故⽽牵涉的教学顺

序和呈现⽅式都要做到细致⽽明确。

课例 3：正⽐例函数

【教学活动设计】

1.概念引⼊



（1）某商店销售某种型号的⽔笔，销售情况记录如下：

售出⽔笔数（⽀） 2 5 4 3 10 15 …

营业额（元） 5 12.5 10 7.5 25 37.5 …

问：根据上述所给的条件，你能得到什么信息？

（2）每本练习本的厚度为 0.5厘⽶，⼀些练习本撂在⼀起的总厚度 h（cm）随这

些练习本的本数 n（本）的变化⽽变化，那么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对应规律可以表

示为_______________。

（3）⼀个正⽅形的周⻓随着边⻓的变化⽽变化。设正⽅形的边⻓为 x（x>0），周

⻓为 y，那么 y关于 x的函数关系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观察这些函数关系式，你能发现什么规律？

2.变式训练

下列各题中的两个变量是否成正⽐例？

（1）某复印社按复印 A4纸 1张收 0.4元计费，变量是复印纸张数 x（张）与费

⽤ y（元）.

（2）正⽅形 ABCD的边⻓为 6，P是边 BC上⼀点，变量是 BP的⻓ x与△ABP

的⾯积 S.

（3）圆的⾯积随半径变化⽽变化，变量是圆的⾯积 A与该圆半径 r.

（4）从地⾯到⾼空 11千⽶处，⾼度每增加 1千⽶，⽓温就下降 6摄⽒度.某地的

地⾯⽓温是 25℃，在 11千⽶以下的空中，变量是空中某处离地⾯的⾼度 h（千⽶）

和⽓温 t（℃）

反⽐例函数是可借鉴之前学习过程、开展迁移探究的较为简单的函数类型。

学⽣充分利⽤正⽐例函数学习过程，通过猜想→操作→观察→归纳（从特殊到⼀

般、证明）→应⽤，研习反⽐例函数。

课例 4：反⽐例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教学活动设计】

1.复习引⼊

2．绘制反⽐例函数

问题 1：绘制函数 的图像时，为什么曲线的每⽀是向两⽅伸展的？那

么反⽐例函数的图像是否会与坐标轴相交？绘制反⽐例函数图像时应该注意些



什么？

3.绘制反⽐例函数 、 、 和 的图像（分组）

问题 2：这⼏个图像分别位于哪⼏个象限？在每⼀象限内，随着图像上的点

的横坐标 x逐渐增⼤时，纵坐标 y是怎样变化的？

3.再次借鉴活动的体验

教师可以通过⼀次函数的教学设计，让学⽣在之前的学习体验过程中尝试选

择更合适的演绎思路，促成其对对新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深化学⽣对于类

似⽅法的过程体验，帮助他们学会借鉴和迁移，形成更为深刻的理解。

利⽤学⽣已有的知识经验，引导学⽣进⼀步理解函数的意义，体会研究函数

的⽅法，并使学⽣获得⼀次函数的基础知识。在探索直线 y=kx+b在坐标平⾯内

的位置特征与常数 k、b的符号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体会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

领会由特殊到⼀般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法。

课例 5：⼀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教学活动设计】

（1）回顾上学期学习正、反⽐例函数图像性质的过程

（2）先画出这四个⼀次函数的图像；

（3）观察⼀次函数 y=2x+4的图像经过哪些象限？k和 b分别是多少？

（4）猜想⼀次函数 y=2x+4的图像经过第⼀、⼆、三象限与该函数的什么有关？

（正⽐例函数图像的位置与什么有关？）

（5）⼏何画板验证：随机显示 K>0,且 b>0的⼀次函数图像（先固定，问 kb特点，

后随机）

（6）符合条件的直线有⽆数条，不可能穷尽。如何对猜想的结论进⾏说理？



4.前期形成思维⽅式的综合迁移

⼆次函数是初中阶段⾮常重要的函数模型，通过⼆次函数的学习，可以进⼀

步加深学⽣对函数性质的理解，掌握研究函数的⽅法，体会函数思想。故此，本

章的教学重点应着眼于理解与掌握⼆次函数图象与性质、绘制图象并能借助图象

研究函数性质、解决相关问题。

在此单元教学设计中，可将⼆次函数内容作为之前过程性变式体验的综合展

示，让学⽣在前期的⼀系列体验感悟中实现学科逻辑思维⽅式的综合性迁移和应

⽤，⽆疑是贴合学科逻辑构建的⼀次⾼质量学习活动。

课例 5：⼆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教学活动设计】

解析

式
⼀般式：___________________ 顶点式：_________________

开⼝

⽅

向：

（a确定）

（1）________ （2）_______

对称

轴：

（a、b确定）

对称轴：直线______

(1)左同 （2）右异

对称轴在 y轴____边， 对称轴在 y轴___边，

a、b符号_____。 a、b符号______。

（m确定）

对称轴：直线_______

（1）m____0 (2) m____0

顶点

坐

标：

（______,_______）

顶点在 x轴上：_________= 0

顶点在 y轴上：_________ = 0

（______,_______）

m：（左右平移）左加右减

k：（上下平移）上加下减



最

值：

（a确定）

（1） ，顶点为最____点，此时当 x=_____时，y有最____值。

（2） ，顶点为最____点，此时当 x=_____时，y有最____值。

增减

性：

（a确定）////

（1） 时，对称轴_____边，y随 x的增⼤⽽_____（即____）

对称轴_____边，y随 x的增⼤⽽_____（即_____）

（1） 时，对称轴_____边，y随 x的增⼤⽽_____（即_____）

对称轴_____边，y随 x的增⼤⽽______（即_____）

注： ⼀般式与顶点式可以互换：配⽅法

四、过程性变式引导下的单元教学设计实践反思

1.结构化构建与呈现

在函数单元教学设计中，有着众多知识点，⽽且⼤知识点套着⼩知识点，⼤

概念⼜套着⼩概念，有着⾮常复杂的层级嵌套。对于初次学习的学⽣⽽⾔，这样

的复杂内容是需要教师仔细划分归类，并体现在单元教学设计中。

⾸先是注重前期铺垫内容，如直⻆坐标系的建⽴和函数基本概念的建⽴。其

次梳理呈现各具体函数概念，先以最简单的正⽐例函数为模板，构建⼀个认识基

本函数概念、性质、图像等要素的逻辑，将相关知识点串联起来形成⼀个⼩体系。

承接反⽐例函数的学习，以加强和巩固对⼩该体系的迁移和应⽤能⼒。第三，要

在⼀次函数的教学设计中，合理布局存在差异的知识点，提升学⽣借鉴⽅法的认

识和理解。最后通过对⼆次函数的学习，综合应⽤之前历经的⽅法，构建⼀个更

完整的函数认知系统。

2.借助图像研究函数性质，以数解形、以形助数



学⽣在接触⼤量的具体实例后，可通过观察⼀次函数图像归纳基本性质。故

此，在研究⼀次函数图像位置时，⽼师们需运⽤⼏何画板、实物投影等多媒体设

备辅助教学，将多样的⼀次函数图像展现给学⽣观摩，为学⽣后续的归纳和验证

奠定基础。在相关活动的环节设计中，⽼师应整合学习资源，给学⽣直观的体验

的同时，引导学⽣理解由形到数、由数到形的转化。

3.数学课堂教学的本质是数学活动, 数学活动的本质是思维活动

设计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需要教师正确认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

或依赖机械的模仿与记忆，或流于形式的实践探究、互动交流是⽆法体现课堂学

习内容要求的。故此，教师应合理设计数学活动单元, 紧紧把握思维活动这条主

线, 灵活贯通活动单元设置，注重数学思想⽅法和思维⽅式的融⼊, 让更多的学

⽣在数学活动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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