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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利用初中函数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教学方法
王 静

（南宁市第四十五中学，广西 南宁 530215）

0 引 言
函数是数学学科重要组成，贯穿初中与高中两个学习阶段，

对学生数学能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如何提升学生用函数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知识综合运用能力，是教育工作

者面对的问题，本文就此进行分析。

1 运用函数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教学现状
1.1 学生基础知识不扎实
通过对学生函数知识运用情况的分析，发现学生基础知识掌

握情况并不理想，大部分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很难理清题中

各个量之间的关系，难以建立函数关系式，无法灵活运用函数知

识，在解题过程中容易出现基础知识运用混乱，无法真正实现解

决问题的目的[1]。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学生自身，
也是因为教师忽略对基础知识详细讲解。这一问题，需要得到教

育工作者关注，并结合学生的学习基础科学设计教学活动，夯实

学生学习基础同时，增强基础知识学习效果，促使学生数学运用

能力提升。

1.2 学习观念存在问题
数学知识学习的目的，就是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形成建

模思想与学以致用的能力。通过对初中生函数知识学习情况的

分析，发现大部分学生认为数学学习的目的就是应付考试。在日

常学习中为了取得好的成绩，将学习的重点全部放在技能技巧

与基础知识学习上，忽略自身运用能力的提升。函数思想是提高

学生解决问题效率与数学知识学习质量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

但是学生在函数知识学习中并不具备运用意识，最终影响解决

问题能力的培养。

1.3 教学方法单一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函数知识非常重要，是函数方面知识的

入门级内容，关系到学生高中阶段、大学阶段函数学习效果[2]。课

堂教学中，部分教师为了使学生快速掌握学习方法与技巧，会将

教学重点放在课本知识上，忽略学生兴趣与能力的培养。课堂

上，采用单一学习方法进行教育工作，将教材中包含的知识点直

接灌输给学生，让学生以机械式的方法进行理论知识学习，以完

成基础知识的教育工作。对于正在青春期的学生来讲，这种教学

方法不仅无法提升学习兴趣，同时也会使自身的建模能力与知

识运用能力产生影响，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发展。

1.4 忽略实践教学
实践是提升学生基础知识运用能力，夯实函数思想方法的重

要举措，对学生数学知识学习有很大帮助。实际教学中，教师很

少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实践练习，多数在课下利用题海战术

要求学生自主实践[3]。对于数学知识的学习来讲，这种教学方式
不仅无法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同时还会因为题海战术对函数知

识学习产生抵触心理，不愿意参与课本知识学习。

2 初中数学函数知识教学中提升学生解决问题
能力对策
课堂活动中，培养学生用数学函数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

最终目的，就是提升学生的建模思想，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会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并因此形成良好的数学能力。实际

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提升学生对函数知识

运用的能力。

2.1 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增强学生解决问题意识
基础知识，是学生解决问题，提升自身数学能力的重要前提。

日常教学中，提升对基础知识教学的重视，通过详细讲解、学生

自主学习的方式，提升学生对基础定义、概念的理解，使学生构

建完善的知识网络。那么如何增强基础知识学习效果呢？教师可

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提升学生对基础知识学习的效果，提高学

生解决问题的意识。①提升对基础知识教学重视，为学生提供自

摘 要：数学教育中，函数知识教学非常重要，具有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强化学生建模能力与数学知识运用
能力的作用。 本文以利用初中函数知识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为研究对象，针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
学生学好函数知识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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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学习空间，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数学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能

力得到提升。进行基础知识教学时，教师可以进行深入的讲解，

带领学生一同思考其中包含的条件、关系等内容，并结合以往学

习基础，理解新的知识，感受各个知识点中内在关系，以此构建

函数模型将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②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增加学生的学习经验[4]。
在学生自主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利用自身的学习经验对新的

知识进行思考，理解数学基础知识中的逻辑关系，以此增强教育

工作效果。

例如，学习《一次函数》内容教学时，教师可以将基础知识，转

化成为问题，让学生以问题探索的方式完成基础知识学习。①什
么是一次函数、常值函数；②一次函数与正比例函数有什么关
系；③利用待定系数法求解一次函数解析式时需要注意什么？确
定学习任务后，则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通过对课本知识的阅读，

思考教师提出的问题，并探究基础知识。当学生自主学习结束

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分享学习心得，交流自己在学习中获得的知

识与技能。这时教师也可以参与其中，对学生学习中的不足进行

补充，并设计基础问题，夯实学生基础知识学习的基础，使学生

在学习中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

2.2 明确学习目的，培养学生知识运用意识
在数学课堂教学中，为了提升学生基础知识解决问题能力，

教师需要转变以成绩为主的教育理念，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

原则，渗透建模思想，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意识到学习的重要

性，从而提升教育工作质量[5]。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引入生
活素材，将教材内容与生活中的函数现象充分融合，并引导学生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以此提升学生知识运用能力，使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形成知识迁移与运用意识，提升课本知识教学有效性。

如，学习一次函数内容后，教师可以为学生设计一个相关的

例题，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思考函数知识运用中应该

注意的问题，并总结使用方法，以此构建函数模型，提升学习有

效性。如某个学校筹备国庆，后勤部门决定利用现有的 349盆甲
种花卉和 295盆乙种花卉，搭配 A、B两种园艺造型共 5个摆在
两侧，已知搭配一个 A种造型的需甲种花卉 80盆，乙种花卉 40
盆；搭配一个 B种造型，需甲种花卉 50盆，乙种花卉 90盆。问符
合题意的搭配方案有几种。若搭配一个 A型的成本是 800元，B
型的成本是 160元。说明哪种成本低，最低成本是多少。解决这
一问题时，学生能够从中获得解决问题的经验，提升学生知识运

用能力。

2.3 加强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建模能力
实践是丰富学生经验，提升学生函数知识理解与运用能力的

重要学习方法之一。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学习基础，

设计各种类型的应用题，引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并鼓励学生从

中积累经验与方法，以此实现学生建模能力培养的目的[6]。实践
教学中，给予学生充分的学习空间，引导学生自主探究，使学生

对学习内容产生较强的学习经验，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课堂活

动中，教师可以为学生设计开放性数学问题，引导学生参与问题

的设计中，让学生感受到知识形成过程与问题设计过程，使学生

在学习中建模能力得到提升。

如，一污水处理厂，不断注入污水、排出处理过的污水，已知

注入的污水量与时间成正比，而且排出处理过的污水量与时间

的平方成正比，一记录员观察到凌晨零时，池中有水 24t，到 3点
钟时，池中有水 30t；到 5点钟时，池中有水 14t。设计问题后，则
引导学生对这一问题进行补充，结合学习到的函数知识，设计函

数问题，并利用所学知识技巧解决问题。通过学生的实践操作，

提升学生的建模能力，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知识运用与问题解

决能力得到提升。

2.4 创新教学方法，渗透建模思想
在函数知识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通过建模思想的渗透，培

养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建模意识，并

养成解决问题的习惯[7]。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将函数思想与
建模方式渗透在教学活动中，让学生意识到该内容学习的重要

性，并形成建模思想。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多种教学方法

进行教育工作，将课本知识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激发学

生函数知识学习兴趣，以此提升教育工作效果。例如，进行二次

函数内容教学时，教师可以利用数形结合进行基础知识教学，引

入函数图像，讲解二次函数的性质与特点，使学生在图文结合的

形式下，理解基础定义、公式等内容，掌握数形结合学习方法。通

过数形结合的方法的运用，培养学生的建模思想，使学生在学习

中获得更多的经验，从而形成数学学习能力。

3 结 语
总而言之，在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由于学习观念、教学方法

等方面的问题，导致学生用函数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强，

缺乏运用意识。课堂教学中，加强基础知识的运用，创新教学方

法，增加学生的实践学习机会，使学生掌握学习技巧与方法，以

此提升学生知识运用与解决问题意识，培养学生的建模意识，促

使数学教育活动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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