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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現代計算機具有很強的生成圖像的功能，其在一定的程式控制下幾乎能

作出數學中所有函數的圖像，由此，自電腦輔助數學教學興起以來，人們

常常利用電腦在數學教學中進行輔助函數圖像的教學。 

電腦輔助函數圖像的教學，目前經常使用的軟體是專業的數學軟體，

如 Maple®、Mathematica® 等，或是專門生成函數圖像的數學「課件」（教

學軟件），如graph® 等。一般的教學過程為：首先，教師提出學習任務，

並給學生講明下面的學習將使用電腦來進行；第二步，教師利用電腦通過

輸入係數的方法生成幾個典型的函數圖像，並通過投影儀投在講臺旁邊的

銀幕上；第三步，指導學生觀察這幾個函數圖像的特點，概括出這類函數

圖像的特徵；第四步，再聯繫這幾個函數的係數，歸納出這類函數圖像變

化的規律。 

這種方式的電腦輔助函數圖像顯然節省了教學時間，減輕了教師的勞

動，但它是否促進了學生的學習呢？是否促進了學生對函數圖像的理解和

掌握呢？最近筆者到兩所中學（一所是高中，一所是初中）觀摩了四節電

腦輔助函數圖像教學課，並進行了調查。經過調查筆者發現，這種方式的

教學效果與傳統數學教學的效果沒有顯著的差異，對於促進學生深刻理解

函數圖像的性質沒有明顯的提高。那麼，在數學函數教學中如何應用電腦

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呢？這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本文從數學函數圖像教學

的要求和這次進行的調查結果出發，簡要談幾點筆者自己的認識。 

二、數學函數圖像教學的要求和關於當前電腦輔助函數圖像教學

的調查結果 
1. 根據中學數學教學大綱，關於數學函數圖像的教學要求主要有三

個：（1）是要使學生掌握函數圖像的畫法，使學生能根據函數的解析式畫

出相應函數的圖像；（2）是要使學生瞭解函數圖像的特徵，如是直線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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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線，是否與坐標軸相交，有沒有固定點等；（3）是要使學生掌握函數圖

像的性質，掌握函數圖像的變化與函數係數之間的關係。 

以二次函數為例，二次函數圖像的教學要求為：（1）要使學生掌握二

次函數圖像的畫法，能根據一個二次函數的解析式畫出相應的二次函數圖

像；（2）要使學生瞭解二次函數的圖像是拋物線；（3）要使學生理解拋物

線的開口方向是由二次函數的二次項係數符號決定的，開口大小是由二次

函數的二次項係數大小決定的，拋物線在坐標系中的位置是由二次函數的

三個係數共同決定的等。 

2. 關於當前電腦輔助函數圖像教學的調查，筆者採用的是談話法，談

話對象是使用過電腦進行圖像學習的學生。通過談話筆者發現，當前的電

腦輔助函數圖像教學不能提高教學效果，根本的原因在於：（1）專業的數

學軟體或是專門生成函數圖像的軟體沒有教學功能。它只會根據學生或教

師輸入的資料自己生成函數圖像，而不會教學生如何去畫，並且它生成函

數圖像時的速度非常快，學生根本看不清是如何生成的，由此，學生藉此

以這樣的軟體來學習函數圖像的畫法根本無法實現。（2）這樣的軟體在生

成函數圖像時有一個特點，即是必須手工輸入函數的係數，這樣就使得函

數圖像的生成要消耗一些時間，使得在實際的學習中，學生沒有機會學習

更多的函數圖像。（3）教學中，雖然使用了電腦和專業的數學軟體，但教

師的教學方法還是傳統的教學方法，學生在學習中沒有真正參與到學習

中，沒有進行發現學習，沒有主動學習的機會。 

三、電腦輔助函數圖像教學的策略 
由數學函數圖像教學的要求和這次調查的結果，筆者認為電腦輔助函

數圖像教學若要取得比較好的效果，必須改革傳統的教學方法，不能以老

的觀點、方法來看待和進行電腦輔助函數圖像教學，這種新的現代化的數

學教學形式必須有新的策略。具體地講即是： 

1. 教學使用的軟體，不宜使用專業的數學軟體，應使用根據學生的特

點和相應函數圖像的特點而編製的有特定的教育功能的軟體。這樣的軟體

不僅能生成函數的圖像，而且還能教給學生如何作函數圖像，不僅適合學

生學習，而且還能促進學生對函數圖像性質的發現和掌握。只有這樣學生

才有可能從中學習到如何去做函數的圖像，使學生瞭解和理解函數圖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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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教學之後才能達到教學的要求。 

2. 教學中，改革教師操作電腦而學生只是聽和看的方式，讓學生操作

電腦，給學生發現學習和獨立學習的機會。這樣做，根據現代認知學習的

理論，可以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使學生真正參

與到教學中來，使學生在「做中學」，這樣使學生對知識理解得更加深刻，

記憶得更加牢固，從而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 

3. 教學過程應採取如下的程序：第一步，給學生提出學習任務。第二

步，向學生明確學習的方法，並教會學生使用選定的軟體進行學習。第三

步，學生每兩人或一人一台電腦進行獨立學習，自主完成學習任務，解答

教師提出的問題，這期間教師在旁邊輔導。第四步，教師檢查學生的學習，

指導學生獲得函數圖像的性質。不難看出，這個程式是問題解決教學的程

序，這個程序可以使學生的學習更加積極、主動和有目的性，從而可以促

進學生對函數圖像性質的獲得，提高教學效率和質量。 

以進行二次函數圖像的教學為例，筆者認為應採取如下的教學策略： 

1. 使用具有如下特點的軟體：（1）有兩部分構成，第一部分的主介面

下面有五個按紐，第一個的名字為「建立坐標系」，點擊這個按紐，出現一

個對話方塊，詢問要建立的直角坐標系的原點的位置（在電腦螢幕上的位

置）和單位長度為多少，輸入原點的位置座標和單位長度，確認之後，電

腦便可以自動在螢幕上生成一個符合要求的直角坐標系。第二個按紐的名

字為「描點」，點擊這個按紐之後，用戶便可以在電腦螢幕上確定要使用的

點，每確定一個，電腦便在相應的位置出現一個小黑點以示標記。第三個

按紐的名字為「連線」，點擊這個按紐，電腦便自動將剛才確定的點按照從

左到右的順序用光滑的曲線慢慢連接起來（慢得程度以使每個學生看清楚

圖像是如何形成的為適宜），形成一個拋物線。第四個按紐的名字為「刷

新」，點擊這個按紐，前面生成的拋物線便消失，若不點擊這個按紐，所有

生成的拋物線均在電腦螢幕上共同存在。第五個按紐名字為「幫助」，點擊

這個按紐，電腦會給用戶提供一個求二次函數值的程式，這個程式要求用

戶首先輸入二次函數的三個係數，這之後，用戶隨意輸入一個 x 值，電腦

很快算出相應的 y 值。 

第二部分的主介面如圖 1 所示。這個介面上有三對小黑三角，利用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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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一對小黑三角，用戶可以隨意調整二次函數二次項係數的大小，利用中

間一對小黑三角，用戶可以隨意調整二次函數一次項係數的大小，利用右

邊一對小黑三角，用戶可以隨意調整二次函數常數項的大小。點擊尖頭向

上的小黑三角，係數增加，點擊尖頭向下的小黑三角，係數減少。單擊一

次小黑三角，係數增加或減少一次，若按著小黑三角不放，則係數連續增

加或減少。每當二次函數的係數發生變化時，下面坐標系中的函數圖像就

隨之發生變化，以新的函數圖像替換舊的函數圖像（替換過程要求非常迅

速，以至於學生看不清圖像是如何生成的）。 

 

 

 

二次函數  y = 1 ⋅ x2 + 1 ⋅ x + 1  的圖像是： 

圖 1 

2. 教學過程 

第一步，給學生提出學習任務：下面我們將要學習的是二次函數圖像，

在這個學習過程中，要求大家要學會如何作二次函數的圖像，要瞭解二次

函數的表面特徵，要弄清楚二次函數圖像的變化與二次函數的係數之間的

關係。 

第二步，告訴學生：（1）剛才提出的問題，要求大家自己學習解決；（2）
在學習時可以使用電腦，可以使用電腦中已安裝好的軟體；（3）這個軟體

對於學生完成學習任務具有重要的作用；（4）為了使大家能更好的使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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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軟體，請先聽教師介紹它的操作方法。 

第三步，學生利用電腦進行獨立研究二次函數圖像的性質。教師在旁

邊進行個別指導。 

第四步，（1）讓兩個或三個學生到黑板上各作一個二次函數的圖像，

檢驗學生是否學會了二次函數圖像的做法。（2）提問若干學生，讓他們說

出經研究找到的二次函數的表面特徵，然後告訴學生因為二次函數的圖像

像一個物體被拋起在空中劃過的路線，所以二次函數的圖像在數學上被稱

為拋物線。（3）提問學生，讓他們說出經研究找到的二次函數圖像變化與

二次函數係數之間的關係，然後將所有的回答進行總結概括，得出結論：

拋物線的開口方向是由二次函數的二次項係數符號決定的，開口大小是由

二次函數的二次項係數大小決定的，拋物線在坐標系中的位置是由二次函

數的三個係數共同決定的。 

如此進行二次函數圖像的教學，筆者認為，一方面充分發揮了電腦的

功能，突出了電腦輔助數學教學的特點，另一方面由於學生的學習是在「做

中學」的，學生得到的知識是通過自己的努力發現獲得的，學生對二次函

數圖像的性質必定能深刻理解，對有關二次函數圖像的知識必定能牢固掌

握。由此，利用這種方式進行的二次函數圖像教學必能比傳統的數學教學

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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