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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同的思考"为书名的宁波市基础教育优秀教学论文评比获奖作品
集#终于又与广大教师见面了$这不仅是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提升教研质
量的一个品牌#更是一线教师实践反思和相互交流的窗口$

人是会思考的动物#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思考#只是思考的程度不同而
异$于漪老师说%!我能不能做一个合格的教师#就看我一辈子怎么努力学
做教师$我一辈子学做教师有两根支柱%第一根支柱是勤于学习#第二根支
柱是勇于实践$两根支柱的聚焦点就是不断的反思$"

思考作为实践者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彰显了实践者的主体价值#弘扬
了实践者的主观能动性$然而#零碎的&偶然的思考不是一种研究形式$思
考并不是仅仅为了一堂课或一个教学细节#而是为了更好地改造我们整个
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维#说到底是为了提高教育教学的生命活力$因此#教
师需要对!如何教"进行反思#更要多问问自己!为何教"#要从!培养什么样
的人"的高度突破行为方式的局限#反思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最终实现学生
与教师的解放$美国教育家乔治'奈勒说%!教师追溯各种教育问题的哲学
根源#从而以比较广阔的眼界来看待这些问题$那些不应用哲学去思考问
题的教育工作者必然是肤浅的$一个肤浅的教育工作者#可能是好的教育
工作者#也可能是坏的教育工作者(((多少好也好得有限#而坏则每况
愈下$"

思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次快乐的旅行$思考应是教师找回教
学快乐的一种生活方式$教师要树立!为实践而反思#对实践进行反思#在
反思中实践"的专业自觉$教育过程不在于教师犯错#而在于如何对待这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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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思考本身就是对教学的责任#它有助于形成教师爱岗敬业&虚心好学&

自我否定&追求完美等优秀职业品质$思考是不断发展的#永远处于旅途之
中#就像驿站一样#不断接力下去$教育是遗憾的艺术#思考陪伴教师的一
生$教师只有不断反思#步步跟进#孜孜以求#才能实现教育的艺术之美$

思考又是一个!共同"的过程$教师被认为是一个孤独的职业#这种孤
独使教师较难接触新鲜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教学上的压力长期积累无
法释放#即使在教学上取得一些成绩也无法得到同事的认可和肯定$教学
相对独立的特点以及考试倾向的教育体制和唯分数论的教师评价机制#导
致长久以来教师各自为政的现象#团队合作有名无实#不少教师画地为牢#

他们不喜欢他人介入自己的课堂教学#在课堂外也缺少与他人的交流与合
作$叶圣陶说%!教师要使自己的教育活动真正有益于学生#有益于教学质
量的提高#教师之间就要团结合作#互相配合$"随着新课程的不断推进#新
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全体教师共同面对$一年一度的宁波市基础教
育优秀教学论文评比活动#为全市教师共同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
需要教师的共同参与$

教育是灵魂的回头#是顿悟的艺术$教师应避免或克服对教育问题的
主观臆断和简单应付了事#而要经过反思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其实#教
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能力不仅是学生问题意识和问题能力培养的必要条
件#而且也是教师在复杂教育情境中生成实践智慧#享受职业乐趣和尊严的
必要条件$教师在教育工作中多一份经验#多一份反思#就多一份提高#实
践反思是教师成长的最根本途径$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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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观理念下的周期函数概念教学设计!

姜山中学
!

桑红迪

!!

摘
!

要!概念教学要在概念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揭示它的本来面目!要从系统的
高度设计学生参与揭示概念本来面目的教学活动!从整体"层次和联系中寻找要
素!并与相关概念构成#概念域$!达到学生对概念本质特征的自然建构!从而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关键词!系统理念&周期函数&概念教学&创新能力

在宁波市教研室组织的展示课教研活动中!内容取材于人教
!

版必修四
"

"#$#%

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性质$第一课时%笔者运用系统观中的整体性原则#

层次性原则#联系性原则等理念设计周期函数概念教学!使这节课的结构框架能够
在宏观上取得与整个知识体系较为一致的逻辑连贯性!从而减少学生知识构建的
歧义和差异%由于教学设计立意高#系统性强!因此受到参会老师的一致好评%采
用系统观指导下设计概念课是概念教学的一次新尝试!笔者愿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课堂简录
"&

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播放视频'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首夏犹清和!芳草亦为歇%自

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隆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

师'四季轮回!周而复始%春夏秋冬!生生不息%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
的美丽!#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只要我们用心去欣赏品味!岁月

!

本文是中国教育科学规划
%'"$

年度中小学教育研究课题基金项目(((高位提升惠及全民中小学课程
建设和课堂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

'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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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时不溢彩!四季无时不流韵%像这样以相同的间隔而重复出现的规律!即
#周而复始$的规律!反映的是什么现象(

生
"

'四季轮回是周期现象%

师'生活中"自然界中"学科领域中还有周期现象吗(

生
%

'日出日落!月圆月缺!潮起潮落!国际传统节日!属相的简谐运动%

点评
!

生动有趣!周而复始的情境的创设"体现了系统观中联系性的原则"生
活与数学是相互联系的"包括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这种联系性构成了系统赖以存
在和发展的结构体系#深入洞悉教材编写意图的联系性"会对教学有更深刻的理
解#周而复始现象不仅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数学中也普遍存在"三角函数就
是一种显性代表#利用周而复始现象的情境引入"引导学生摆脱周期函数认识的
局限"认同周而复始现象是一种迭代思想"有助于周期函数知识的拓展和运用#

%&

数形结合!初探概念
问题

"

)在我们所学过的函数中!有没有具有*周而复始+变化规律的函数呢,

生
+

'正弦函数%

师'函数图象的特点如何( )几何画板展示如图
"

*

图
!

生
$

'函数图象出现#周而复始$变化规律%

师'函数解析式有何特点(

生
*

'#周而复始$变化规律的代数刻画'从诱导公式
,-.

)

!/%"

"

*

0,-.!

)

"

"

"

*可知!当自变量
!

的值增加
%

"

的整数倍时!函数值重复出现%

问题
%

)数学上用周期性这个概念来定量地刻画这种*周而复始+的变化规律%

对于任意的函数怎样定义周期函数呢,

生
1

'对于一个函数!自变量每增加一个不为零的定值!函数值重复出现!

那么这个函数叫作周期函数%例如正弦函数就是周期函数%

师)追问*'能否用数学符号表示(

)可以类比正弦函数!引导学生把
,-.!

记作
#

)

!

*!把
%"

"

记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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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一起总结周期函数的定义)对于函数
#

&

!

'!如果存在一个非零常数
$

!使
得当

!

取定义域内的每一个值时!都有
#

&

!/$

'

0

#

&

!

'!那么函数
#

&

!

'叫作周期
函数!非零常数

$

叫作这个函数的周期%

师'以前我们学习了函数的哪些性质(

生
2

'函数的单调性和奇偶性%

师'函数的周期性定义与函数的单调性和奇偶性定义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先分组讨论!然后各组代表发言!最后老师总结它们的区别与联系'

点评
!

问题
"

利用几何画板直观形象给出函数的图象特点"利用数形结合进
行代数刻画#问题

%

遵循由特殊到一般的认知规律"逐步对函数值重复出现这一
现象加深认识"最后上升到理论高度"观察归纳出周期函数的概念#通过感知数学
现象"提升对数学的认识"培养学生的分析!抽象和概括的能力#

+&

小组合作!深究概念
角度一)咬文嚼字

师'为什么要取非零常数
$

(

生
3

'

#

)

!/'

*

0

#

)

!

*!所有函数具有周期性!也就没有讨论和研究的意
义了%

师'为什么
!

取定义域内的每一个值(

生
4

'如果只对定义域内的某些值成立!例如'对于函数
%

0,-.!

!

!

"

#

!

,-.

"

1

/

%

"

& '

+

0,-.

"

1

!可以说%

"

+

是函数的周期吗( 而从图象角度观察!

,-.

"

1

/

%

"

& '

+

#

,-.

"

1

!得到%

"

+

不是函数的周期%所以只是对某些
!

有
#

)

!/

$

*

0

#

)

!

*!

$

不一定是函数
#

)

!

*的周期%

角度二)刨根问底

师'周期函数的定义域有什么要求( 例如'

%

0,-.!

)

!

"

+

'

!

%

"

,*是周期
函数吗(

生
"'

'可以从图象观察!它不是周期函数%若
!

是定义域内的一个值!则
!/$

)

$

#

'

*也一定属于定义域!所以周期函数的定义域是无界的%

师'周期函数的周期是否唯一( 请你求出正弦函数的周期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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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

%

"

!

$

"

!

1

"

!-以及
5%

"

!

5$

"

!

51

"

!-都是正弦函数的周期%事实
上!任何一个常数

%"

"

)

"

"

"

!

"

#

'

*都是它的周期%

#

)

!/%$

*

0

#

)

!/$

*

0

#

)

!

*

0

-!

"$

)

"

#

'

*是它的周期%

师'如果从所有的周期中选定一个作为代表!你会选谁呢(

生
"%

'最小的一个正周期%

师'如果在周期函数
#

)

!

*的所有周期中存在一个最小的正数!那么这个
最小的正数叫作

#

)

!

*的最小正周期%

师'所有周期函数都存在最小正周期吗(

生
"+

'对于常数函数
#

)

!

*

0&

)

&

为常数*!所有非零实数都是它的周期!而
最小正周期是不存在的!所以常数函数没有最小正周期%

角度三)欣赏经典
师'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周期是多少( 最小正周期分别是多少(

生
"$

'

%"

"

)

"

"

"

!

"

#

'

*都是它们的周期!最小正周期都是
%

"

%

师'正弦函数"余弦函数具有#周而复始$的变化规律!图象不仅周而复始!

而且波浪起伏%用#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范仲淹.江上渔者/*来描述正
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图象是再恰当不过了%正弦函数图象重复"对称!不是平
稳向前!而是有起有伏!就像我们的人生道路!起起伏伏!今天我们感受到了这
种变化!明天就用更好的心态把控我们的人生!高峰时不要得意忘形!低谷时
不要灰心丧气%

点评
!

探究时采用先个人独立思考后小组合作互动的方式"使学生通过思维
碰撞"擦出智慧的火花"达到共同完成建构知识的目的$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学有
所获"让学生体会发现和创造的趣味感"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本环节从不同维
度对周期函数的定义进行剖析"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周期函数概念的认识"同时也
教给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身边事物的方法#正弦函数图象比喻人生起起伏伏!

高峰低谷的教学设计为下节课研究三角函数的奇偶性!单调性和最值埋下了伏笔#

$&

编题交流!巩固概念
问题

+

)请以正弦函数#余弦函数为原型!编拟类似的函数!要求编完题后同桌
交换!并求它们的周期%

经过
+

分钟的学生讨论!把全班编的题归为如下四种类型)

&

"

'

%

0+67,!

!

!

"

#

!!!!!!!

&

%

'

%

0,-.%!

!

!

"

#

&

+

'

%

0%,-.

"

%

!5

"

& '

1

!

!

"

#

&

$

'

%

0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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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交流共同解答上述函数的周期%

师'请你从解答过程中归纳!函数
%

0',-.

)

!

!/

"

*!

!

"

#

及函数
%

0

'67,

)

!

!/

"

*!

!

"

#

)其中
'

!

!

!

"

为常数!且
'

#

'

!

!%

'

*的周期与解析式中
的哪些量有关(

生
"*

'只与
!

有关%

因为
#

&

!

'

0',-.

&

!

!/

"

'

0',-.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所以函数
%

0',-.

&

!

!/

"

'!

!

"

#

及函数
%

0'67,

&

!

!/

"

'!

!

"

#

&其中
'

!

!

!

"

为常数!且
'

#

'

!

!%

'

'的周期
$0

%

"

!

%

师)求函数
%

0',-.

&

!

!/

"

'!

!

"

#

的周期一般有几种方法,

生
"*

)定义法/公式法/图象法%

点评
!

本环节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自主编题!解题"培养学生
创造性思维和合作精神"打造高效课堂#

*&

归纳小结!知识升华
请同学们思考)

&

"

'本节课你学习了哪些内容, 函数周期概念与以前学过的哪些概念有关联,

&

%

'本节课学习过程中运用了哪些数学思想方法,

&

+

'在概括和运用周期函数概念的过程中你的体会如何,

&先分组讨论!然后各组代表发言!最后老师小结'

点评
!

采用问题启发式教学进行课堂小结"充分体现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

思考%

"

&是为了加深学生对所学周期函数概念的理解"把函数周期性与单调性!奇
偶性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将周期函数纳入学生知识结构的中#思考%

%

&是帮助学
生养成归纳总结知识的良好习惯"在学习过程中不但要掌握知识!运用知识!提升
能力"还要重视数学思想方法的运用#思考%

+

&的作用是增强学生数学学习的自信
心"鼓励学生对自己思维的合理性进行主动!自觉的判断"及时调整自己的思维过
程"从而培养学生自我监控的能力#

二"课后反思
系统观理念下的周期函数概念教学需要体现构建逻辑连贯概念的形成过程!

通过课堂教学实践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反思%



!!'

!!!!

"&

重视知识的整体性
本节课学生的认知冲突是如何认识*周而复始+的变化规律!这就要考察组成

系统的各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从三角函数的知识体系来看)系统的要素有用单
位圆定义任意角的三角函数#三角函数线和诱导公式等!这些要素之间关系密切!

互为支撑与依赖!如用单位圆定义任意角三角函数的作用在函数周期概念中得到
淋漓尽致的显现%三角函数周期性的学习是对高中数学必修一中函数基本性质学
习的深入!因此本节课将教学知识逻辑起点定位于自然界*周而复始+和正弦函数
图象的变化规律上%先由生活中的实例开始!再到学生已经得到认知的三角函数
图象!最后到概念的应用!经历了概念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全过程%教学设计由
浅入深!循序渐进!使学生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知识的升华%符合学生的
认识规律!也凸显了知识的整体逻辑结构!为后续知识的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

关注目标的层次性
本课是研究正弦函数#余弦函数性质的第一个课时!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

本课的教学目标应体现这一地位!具体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目标层次)

&

"

'理解周期函数的概念!会求一些简单常见的函数的周期%能用定义法#公
式法#图象法求函数

%

0',-.

&

!

!/

"

'!

!

"

#

的周期%

&

%

'探究正弦函数的周期性概念!体会数形结合和从特殊到一般的数学思想%

通过类比函数单调性和奇偶性的研究方法!再次体会研究函数性质的基本思路!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

+

'利用三角函数的图象呈周期变化的特点!比喻人生道路!使学生感受人生
之路并不平坦!只有努力攀登才能到达顶峰!培养学生勇于探索!不怕困难的精神%

系统观要求下位系统目标应逐渐上升到它的上位系统目标中%为了达到理解
函数周期性概念的系统目标!本节课在学生*周而复始+的意识基本形成后!接着从
三个角度顺应和同化函数的周期定义!再运用定义法#公式法#图象法求三角函数
的周期!最后由三角函数图象比喻人生道路!体现数学的人文价值%本节课的教学
设计不是结论的简单告知!而是一种过程的经历!一种体验!一种感悟!立足于三角
函数具有周期性的数学本质!关注思想方法的回归!体验生成过程!实现发展学生
思维和智慧育人的教学价值理念%

+&

注重概念的关联性
系统观理念下的概念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函数周期性与函数的定义域#

值域#奇偶性和单调性等概念形成了*概念域+!系统下的*概念域+的联系是自然且
合情合理的%本节课教学设计从*周而复始+的变化规律出发!通过实际模型!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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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语言精确化#符号化!通过*每隔一定时间出现+*函数值就重复出现+等语言逐步
过渡到用定量来刻画这种*周而复始+的变化规律!从而给出函数的周期的定义%

概念辨析阶段!将函数的周期性与奇偶性和单调性进行比较!充分考虑知识体系的
关联性!为此教学设计中要更多地考虑学生可直接参与的探究活动!让学生经历用
正弦函数图象分析归纳函数的周期概念的形成过程!重视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体
验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探究过程!从而感受研究函数性质的一般方法%课堂
氛围轻松#自由#充满活力!无论是学生独立思考#师生&生生'对话还是小组探究!

教师始终关注每个学生的真实思维活动!让学生在讨论#展示#交流中不断矫正#完
善认知结构!凸显概念的关联性%

总之!概念教学要在概念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揭示它的本来面目!要从系统的高
度!设计学生参与揭示概念本来面目的教学活动!从整体#层次和联系中寻找要素!

并与相关概念构成*概念域+!达到学生对概念本质特征的自然建构!从而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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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数法"解决一类
!

"$!

%!

"

$

!

&

"

#

#

"

$

型

通项放缩问题
奉化中学

!

杨启栋

!!

摘
!

要!近几年随着浙江省高考改革!数学中的数列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尤
其是一类

(

)/"

0(

)

/

(

%

)

#

)

)

*

二次型递推!在各种模拟题甚至高考题中出现频繁%例
如

%'"*

年浙江省高考理科数学最后一题就是此种题型%笔者认为解决此类问题
的方法可概括为

!

变形!

#

放缩!

$

累加%变形关键在于构造"

(

)/"

!

"

(

)

之间的倒数

齐次递推关系!即"

(

)

5

"

(

)/"

0

*

)

(

)

*!且要求"

(

)/"

!

"

(

)

系数相等&放缩难点在于将
*

)

(

)

*放缩为一个可累加的
+

)

)

*!这里我们需把握#度$的问题&最后利用累加法进行
消项求和%笔者以课堂实录记录与学生探究的过程%

关键词!

(

)/"

0(

)

/

(

%

)

#

)

)

*

&变形&放缩&累加&课堂实录

一"课前准备#有的放矢
引例)已知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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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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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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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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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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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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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例)2学生3左右两边同除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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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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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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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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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利用累加法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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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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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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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3左右两边同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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