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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教学设计是教学成功的基础，是
高效课堂的前提。而高效数学课堂有几大
特色：一要注重帮助学生构建好的认知结
构，即认知结构搭建的合理性，所以设计
要贴近学生实际，也就是现在通俗的说法
要接地气。二要注重高认知水平的数学教
学任务，即教学内容的深刻性，所以设计
要高端上档次。三要注重数学思维的培
养，要注重预设与生成，所以教学设计要
大气，要放手让学生去研究。现以人教 A
版数学选修 2-2 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变
化率与导数》（具体内容包括变化率问题
和导数的概念）为例，主要谈谈教学设计
中的“接地气”问题。

一、具体教学过程
（一）情境引入接地气
同学们，前几天气温徒增由最高温 7°

两天之内飙升到 23°，今天气温骤变，由昨
天的最高温 23°降到 10°。“气温徒增”和
“气温骤变”有什么数学意义呢？能否用温
差的大小来刻画气温变化的快慢？
【设计意图】：以气温变化这种生活现

象的数学解释为切入角度，不仅可以激发
学生学习本节课的兴趣，还能让学生感到
数学是有用的。

活动预设：学生会回答气温变化的快
慢不仅与温差有关还与经历的时间长短
有关。

（二）概念教学接地气
1.年平均增长率问题：甲 2009 年年收入 2.3 万元，2013

年年收入 4.5 万元；乙 2011 年年收入 3.3 万元，2013 年年
收入 5.5 万元。

问题 1：从 2009 年到 2013 年甲的收入变化了多少？
从 2011 年到 2013 年乙的收入变化了多少？

问题 2：怎样才能刻画年收入变化的快慢？
【设计意图】年平均增长率是学生非常熟悉的知识，以

此引入能避免因背景复杂而引起的干扰，从而让学生体会
到增长率问题就是函数值变化量与自变量增量的比值，为
后面的平均变化率概念引入做铺垫。

活动预设：学生容易得到甲乙都增加了 2.2 万元，但
经历的时间不一样。问题 2 学生知道用年平均增长率刻
画。并且易得到年收入增加量与时间的比值才能刻画出年
收入变化的快慢。

甲年平均增长率： 4.5-2.3
2013-2009 ；乙年平均增长率：

5.5-3.3
2013-2011 ……（1）

2.高台跳水问题：人们发现，在高台跳水运动中，运动
员相对于水面的高度 h（单位：m）与起跳后的时间 t（单位：
s）存在如下函数关系：h（t）=-4.9t2+6.5t+10。

问题 1：如果我们想了解运动员在某段时间内运动的
快慢，可以用什么刻画？
【设计意图】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高台跳水运动，背景

简单，以此引入可以为归纳函数的“平均变化率”概念提供
实际背景。

活动预设：学生根据物理学的知识，会用平均速度描
述其运动状态。

问题 2：求在 0≤t≤0.5，1≤t≤2，这几段时间里，平均

速度分别是多少？
【设计意图】让学生直观感知用数学概

念可以刻画运动变化的快慢，由此体会到
平均速度可以描述运动员在某段时间内运
动的快慢，为建立函数的平均变化率打下
基础。

活动预设：学生计算得到在 0≤t≤0.5

这段时间里，v軃= h（0.5）-h（0）
0.5-0 =4.05（m/s）；

在 1 ≤t ≤2 这 段 时 间 里 ， v軃 =
h（2）-h（1）

2-1 =-8.2（m/s）……（2）

问题 3：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在结构
上有什么相同之处?可以一般化吗？
【设计意图】让学生通过对比，在教师

的引导下得出平均变化率的概念。
活动预设：学生通过观察（1）、（2）中四

个式子，很容易发现结构是一样的。由特殊
到一般化过程则通过教师引导，使学生逐
步归纳出问题的共性，从而抽象出函数的
平均变化率的概念。

平均变化率定义：上述两个问题中函
数关系用 y=f（x）表示，那么平均变化率可

以 用 式 子 ： f（x2）-f（x1）
x2-x1

表 示 ，称

f（x2）-f（x1）
x2-x1

为函数 y=f（x）从 x1 到 x2 的平

均变化率。习惯上用 Δx 表示 x2-x1，即 Δx=x2-x1，这里 Δx
看作是相对于 x1 的一个“增量”，也可用 x1+Δx 代替 x2。类
似地，用 Δy 表示 f（x2）-f（x1），则 Δy=f（x2）-f（x1）。则平均变

化率也可以表示为 Δy
Δx = f（x2）-f（x1）

x2-x1
= f（x1+Δx）-f（x1）

Δx 。

平均变化率就是一个变量相对于另一个变量的变化
的快慢情况。所以用函数的增量与自变量的增量的比值来
刻画。所以函数平均变化率与自变量变化的区间有关，与
f（x1）、f（x2）的先后顺序无关。

教师通俗易懂的解释加上前面两个贴近学生生活的
问题的铺垫，学生很容易理解平均变化率为什么要用比值
来刻画。不仅举的例子接地气，就连教师的语言也接地气。

问题 4：看到这个式子 Δy
Δx = f（x2）-f（x1）

x2-x1
，你想到什么？

【设计意图】希望学生能从式子的结构出发，得到平均
变化率的几何意义。

活动预设：学生易发现 f（x2）-f（x1）
x2-x1

表示 y=f（x）函数图

象上（x1，f（x1）），（x2，f（x2））这两点的斜率。（图略）

问题 5：由高台跳水问题通过计算，在 0≤t≤ 65
49 这段

时间里，v軃=
h（65

49 ）-h（0）

65
49 -0

=0（m/s），并不能说运动员这段时

间内是静止的，可见平均速度不能很好的刻画运动员的运
动状态。那么，如何反映运动员在某一时刻的瞬时速度呢？
比如，如何求 t=2 时的瞬时速度？你能设计一个求瞬时速
度近似值的方法吗？（怎样才能更精确？）
【设计意图】让学生体验到平均速度只能粗略的刻画

物体的运动状态，不能很好的反映物体在某一时刻的运动
情况。这样可以进一步激起学生探究的欲望，为瞬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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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入做铺垫。提出让学生设计一个求瞬时速度近似值的
方法是为了启发学生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用平均速度近
似值代替瞬时速度，为了提高精确度，学生容易想到不断
缩短时间间隔。

活动预设：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学生发现不能直接求
出 t=2 时的瞬时速度，但可以考虑用 t=2 附近一小段时间
内的平均速度近似代替瞬时速度。学生用计算器计算，边
计算边观察，容易得出随着时间间隔越来越小，用平均速
率近似代替瞬时速率的误差越来越小（也就是精确程度越
来越高）。教师再用课件展示事先准备好的表格（课本第四
页表格略）。

问题 6：结合自己的计算结果并观察表格，当 Δt 趋于

0 时，平均速度v軃有怎样的变化趋势？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自己的计算，已经直观感知到随

着 Δt 越来越小，平均速度越来越逼近瞬时速度的基础上，
用表格直观地展示了平均速度与瞬时速度的关系，让学生
一目了然地得到结论。

活动预设：学生根据自己计算的体验和对表格的观

察，发现：当 Δt 趋于 0 时，平均速度v軃趋于一个确定的值-
13.1。而当 Δt 趋于 0 时，平均速度v軃无限趋于 t=2 时的瞬时
速度。所以，t=2 时的瞬时速度是-13.1。所以当 t=2 时的瞬

时速度 v 可以认为是：Δt 趋于 0 时，平均速度v軃趋于确定的

那个值-13.1。因为v軃= h（2+Δt）-h（2）
Δt ，所以为表述方便用

lim
Δt→0

h（2+Δt）-h（2）
Δt = -13.1 表示。

所 以 ， 运 动 员 在 t0 时 刻 的 瞬 时 速 度 v = lim
Δt→0

h（t0+Δt）-h（t0）
Δt

问题 7：由上面的结论，把 h=f（x）看成是高度关于时
间的函数，瞬时速度就是函数的瞬时变化率，你能表示函
数 f（x）在 x=x0 处的瞬时变化率吗?
【设计意图】由特殊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得出函数瞬

时变化率即导数的概念。
活动预设：学生和教师一起得出以下结论：
一般地，函数 y=f（x）在 x=x0 处的瞬时变化率是：定义

在区间（a，b）上的函数 f（x），x0∈（a，b），当 Δx 无限趋近于

0 时，lim
Δt→0

Δy
Δx =lim

Δt→0

f（x0+Δx）-f（x0）
Δx 我们称它为函数 y=f（x）

在 x=x0 处的导数，记作 f ′（x0）或y ′ x=x0
，即 f ′（x0）=lim

Δt→0

Δy
Δx =

lim
Δt→0

f（x0+Δx）-f（x0）
Δx

由导数的定义，我们知道高度 h 关于时间 x 的导数就
是运动员的瞬时速度。其实，导数可以描述任何事物的瞬
时变化率，如效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等等。

（三）巩固提升“高大上”又“接地气”
例 1：将原油精炼为汽油、柴油、塑胶等各种不同产

品，需要对原油进行冷却和加热，如果在第 xh 时，原油的
温度（℃）为 y=f ′（x0）=x2-7x+15（0≤x≤8）。计算第 2h 与第
6h 时原油温度的瞬时变化率，并说明它们的意义。
【设计意图】经历用定义计算导数的过程有助于掌握

导数的算理和算法，能帮助学生理解导数的概念，让学生
感受其中蕴含的逼近思想。应用计算结果解释瞬时变化率
的意义，能让学生进一步体会导数的内涵，即导数反映了
函数在某一点附件的变化快慢情况。

例 2：我们知道自由落体运动的位移和时间的函数关

系是：s= 1
2 gt2。如何求自由落体运动的瞬时速度呢？

【设计意图】充分利用学生的认知基础，体验学习导数
带来的好处。因为学生在高一物理课已经学习了瞬时速
度，并且知道瞬时速度的公式是 v=gt，但不知道由来。我们
用数学的方法得到自由落体运动的瞬时速度，让学生感受
数学的神奇魅力和在各个领域应用之广泛。

活动预设：教师问学生自由落体运动的瞬时速度如何求，
学生会回答 v=gt。如何得到的呢？激发了学生探求的欲望。

（4）课堂总结升华（此过程略）
二、本节课设计的特点

（一）设计理念和特色
本设计从生活现象的数学解释为角度切入，结合能反

映导数思想和本质的两个生活实例，引导学生经历由平均
变化率到瞬时变化率的过程，认识和理解导数概念。这个
过程充分展现了一个完整的数学探究过程：提出问题、寻
求解决方法、实施想法、发现规律、给出定义。这个过程淡
化了导数的形式化定义和符号表示，让学生体会用已知探
求未知，由特殊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思想，提高了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特别说明
第一节需要 4 个课时，把变化率问题和导数的概念安

排在一起的原因是：平均变化率和瞬时变化率是为导数的
引入作铺垫的过渡性概念，由平均变化率到瞬时变化率再
到导数，不仅符合学生的认知结构，且过度自然，思维连
贯。所以，为了确保导数概念形成过程的完整体现和所蕴
含的本质得到体现，需要将教材中的这两节课整合在一起
讲授。另一个原因是后面的导数的几何意义比较难，涉及
到切线的新定义，宜单独作为一节课。这也是为了把导数
的概念和导数的几何意义两个难点分散到两节课来突破。

三、教学设计接地气要注意的问题
（一）引入要联系生活的实际，要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

特点，举学生身边熟悉的例子，最好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引
入。

（二）教学设计要在认知结构上贴近学生，强调不断地
经历直观感知、观察发现、归纳类比、由特殊到一般、用已
知探求未知等方法。

（三）强调在思维水平上贴近学生实际，在学生思维的
最近发展区内，提出恰当的，对学生思维有适度启发的问
题。

在强调接地气时还要防止过犹不及。新课程标准提出
高中数学课程应注意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这是数学
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新课程标准还提出数学课堂要“适
度的形式化”。在数学教学中，学习形式化的表达是一项基
本要求，但是不能只限于形式化的表达，要强调对数学本
质的认识，否则会将生动活泼的数学思维活动淹没在形式
化的海洋里。因此，数学课堂要把“接地气”作为一种实现
教学目标的方法而不是目的，也就是在接地气的过程要遵
循：熟悉、贴切、科学、有度这四个原则。我们还要摒弃教学
设计的花哨，要追求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的得当、自然。该
接地气的时候接地气，需要形式化的时候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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