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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教材内容

n本节课内容是第三章第二节函数的性质
第一课时，主要学习函数的单调性的概
念，观察函数的图像，判断函数的单调
性，或利用函数单调性的定义来判定函
数的单调性。

一、教材分析



一、教材分析

n2、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n函数是本章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学
数学中的根本概念，函数贯穿整个
高中数学课程。在历年的考题中常
考，函数的思想也是我们学习数学
中的重要思想。在这一节中利用函
数图象研究函数性质的数形结合思
想将贯穿于整个高中数学教学。



一、教材分析

n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就是函数根本性质中的一
种——单调性。函数的单调性是用代数方法研
究函数图象局部变化趋势的。函数的单调性是
学生初中学习了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反比例
函数图象的根底上对增减性有一个初步的感性
认识，是函数概念的延续和拓展，又是后续研
究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等内容的根底，对进一
步探索、研究函数的其他性质有着示范性的作
用，对解决各种数学问题有着广泛作用。它是
整个高中数学中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核心知识
之一。



n通过对本节课的学习，让学生领会函数单调性的

n    概念、掌握证明函数单调性的步骤，并能运用单

n    调性知识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通过上述活

n    动，加深对函数本质的认识。更主要本节教学过

n    程中还渗透了探索发现、数形结合、归纳转化等

n    数学思想方法，这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开展

n    学生的思维能力，掌握数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重大

n    意义。

一、教材分析



二、学情分析

n 1、知识根底：

n       高一学生已学习了函数的概念等知识，并且接触了

n       一些特殊的单调函数。

n 2、认知水平与能力：

n       高一学生已初步具有数形结合思维能力，能在教师

n       的引导下解决问题。

n 3、任教班级学生特点：

n       学生数学根底较薄弱，理解力不够强，可利用数形

n       结合解决简单问题，但归纳转化的能力还有待进一

n       步提高，观察讨论能力有待加强。



三、教学目标分析

n 1、知识与技能：理解函数单调性和单调函数

     的意义；会判断简单函数的单调性。

n 2、过程与方法：培养从概念出发，进一步研

     究其性质的意识及能力；体会感悟数形结合、

     分类讨论的数学思想。 



n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领会用运动的观点去

         观察分析事物的方法，培养学生细心观察、

         认真分析、严谨论证的良好思维习惯；由合

         适的例子引发学生探求数学知识的欲望，突

         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三、教学目标分析



n 4．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n  〔1〕教学重点：函数单调性的概念，判断

n                             函数的单调性

n  〔2〕教学难点：根据定义判断证明函数的

n                             单调性。

三、教学目标分析



四、教法分析

n 1．教学方法

n本节课是函数单调性的起始课，根据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和学生的认知水平，本节课从学生熟

    悉的实际生活问题引入课题，为概念学习创设

    情境，拉近数学与现实的距离，激发学生求知

    欲，调动学生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n 2．教学手段 

n教学中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目的是充分发挥

    其快捷、生动、形象的特点，为学生提供直观

     感性的材料，有助于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四、教法分析



n高一学生知识上已经掌握了一次函数、二次函数、

n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和根本性质等内容，但对知识的

n    理解和方法的掌握上不完备，反响在解题中就是

n    思维不严密，过程不完整；能力上具备了一定的

n    观察、类比、分析、归纳能力，但知识整合和主

n    动迁移的能力较弱，数形结合的意识和思维的深

n    刻性还需进一步培养和加强，所以应从下面两方

n     面来提高学生的水平。

五、学法分析



n〔1〕让学生利用图形直观感受； 

n〔2〕让学生“设问、尝试、归纳、总结、运用”，
n              重视学生的主动参与，注重信息反响，通

n              过引导学生多思、多说、多练，使认识得

n              到深化。

五、学法分析



六、教学过程设计

n创设情境，引入课题

n归纳探索，形成概念

n稳固提高，深化概念

n归纳小结，提高认识 



(一)创设情境，引入课题

我们知道，函数是刻画事物变化的工具。观察某市气温

时段图〔图3-1〕，容易看出：

凌晨3时，气温最低，午后14时，气温最高。随着时间的

增加，在时间段〔3,14〕内，气温不断地上升，而在时

间段〔14，24〕内，气温不断地下降。

学生思考如何用
数学语言刻画
温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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