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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二次函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目标单一

在当下的教育环境中，二次函数教学常陷入功利化的泥沼，

教学目标只要求学生记住二次函数的概念、表达式及图像的单调

性、对称轴性质等基础知识，能在考试中做对相关题目得分即

可，忽视了学生数学思维的深度培育。这使课堂变为知识传输的

流水线，学生虽然能将各类公式定理倒背如流，却对知识背后的

数学思想一知半解二次函数蕴含的函数思维，本是理解动态变化

的关键；变量观念，是开启逻辑分析的钥匙；模型构建意识，更

是知识应用的核心枢纽，却都被生硬的应试目标掩盖。长此以

往，学生的数学视野受限，难以自发挖掘知识间的联系，学习只

为应对眼前考试，而非为长远的数学素养、综合能力搭建框架，

严重阻碍学生后续面对复杂数学情境时的应变与创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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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核心素养是数学课程目标的集中体现，涵盖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数学运算、数据分析等多个方面，是学生理解、

运用数学知识的底层支撑。但是传统教学模式存在教学目标单一、教学方法老旧、评价体系片面等问题，难以满足当下对学生素养培育

的高标准。因此，深入探讨基于数学核心素养的二次函数教学设计，对提升教学质量、塑造学生综合能力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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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方法老旧

传统的“二次函数”课堂模式陈旧且僵化，教师牢牢把控话

语权，一味地单向讲授，学生只能乖乖坐在座位上被动聆听。从

最开始的二次函数定义，到后续例题演练，教学流程就像设定好程

序的机器，按部就班地推进，学生自主探索的天地被极度压缩。这

种“满堂灌”的方式，使学生难以形成深刻的理解与记忆，更无法

培养他们解决复杂数学问题的能力。教师授课时很少设计开放性问

题，学生心底对二次函数独特性质的好奇与探索欲，始终得不到点

燃；小组讨论、情境模拟等互动式教学手段也少见，本该充满趣

味的数学探索，变得枯燥乏味。学生如同流水线上的产品，被塑

造出统一的解题套路，思维逐渐固化，主动质疑、创新突破的能

力消磨殆尽，一旦题型稍有变动，就不知所措 [2]。

（三）评价体系片面

现存的“二次函数”教学评价过度侧重书面测试成绩，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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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性使得评价维度极度单一，仅仅考察学生对既有知识的复

述，以及简单套用公式解题的能力，只要解题步骤规范、最终答

案正确，便被认定为优秀。学生解题时展现出的精妙思路，或是

灵光一闪的创新思维，大多被忽视，若学生通过独特视角推导二

次函数性质，即便结果正确，若与标准答案步骤不同，也难以得

到高分。课堂本是学生知识内化、能力成长的主阵地，小组协作

能碰撞出思维火花，日常参与更是学习热情的直接体现，可是这

些关键环节却被摒弃在正式评价体系之外，这直接导致教学围绕

考试转，教师一门心思教授答题技巧，学生全力训练标准解法，

素养培育沦为空谈，严重限制教学改进与学生个性化发展 [3]。

二、基于数学核心素养设计“二次函数”教学的作用

（一）深化知识理解

数学核心素养强调对知识本质的洞察，使教学不再停留于表

面的公式记忆，学生以往面对二次函数，只是机械记住表达式与

图像特征，如今核心素养的融入，促使学生穿透外在形式，深挖

函数变量潜藏的内在逻辑。借助数学抽象思维这把利刃，学生能

抛开繁杂情境，把握二次函数的核心要义，将零散的性质、定理

关联起来，形成知识网络，例如对称轴、顶点坐标等性质，不再

孤立存在，而是融入完整的函数体系，让学生明晰其来龙去脉。

这不仅加固了知识记忆，更使学生触摸到数学知识的底层架构，

理解函数从简单到复杂、从静态到动态的演变脉络，让二次函数

知识真正内化于心，为后续高阶知识学习筑牢根基 [4 5]。

（二）培养思维品质

数学核心素养涵盖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等关键要素，学习二

次函数时，复杂的参数分析、最值求解，是逻辑思维天然的试炼

场。每一步推导，学生都得全神贯注、严谨细致，梳理错综复杂

的思路、反复排查隐匿的逻辑漏洞，长此以往，思维的严密性与

条理性愈发凸显。而探索二次函数应用场景时，学生又要跳出常

规定式，创造性地构建模型，想象力与创新力得到激发，面对多

解问题，权衡不同解法优劣，辩证思维悄然生根。反复的思维打

磨，让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者，转变成为主动叩问数学真

理、灵活穿梭于知识迷宫的思考者，为其终身学习与发展积攒强

劲的思维动力。

（三）增强应用能力

过往学生学习二次函数时，虽然掌握理论，却常常困惑知识

该如何运用到实际中，如今教学融入核心素养理念，二次函数就

化身解决实际问题的利器。从规划抛物线形的建筑轮廓，到计算

运动物体的轨迹范围，学生自觉运用函数知识量化现实情境，将

抽象数学模型精准嵌入千变万化的生活场景。这种学以致用的过

程，反向驱动学生深化对二次函数的理解，他们不再满足于浅层

次理解，而是主动挖掘知识潜在效能，依据实际灵活摆弄参数、

校准模型。不断穿梭于理论与实践间，学生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

验，学会用数学视角敏锐捕捉问题、高效化解难题，真正把所学

知识转化为应对生活复杂挑战的硬实力，从容适应未来多变的社

会需求 [6 7]。

三、基于数学核心素养设计“二次函数”教学的策略

（一）重塑教学目标

重塑后的教学目标，是一个多维度交织的体系，覆盖知识、

能力与情感多个方面，教师要摒弃单纯以知识传授、应试为导向

的旧有思路，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为学生搭建起全面提升数

学核心素养的阶梯。知识技能方面不止让学生记住二次函数的公

式、性质等基础知识，还要引导他们领悟推导过程，把握知识的

逻辑脉络，深度理解函数本质；过程方法方面着重培养学生自主

探究、合作交流能力，设置层层递进的探究任务，鼓励学生摸索

规律，使其在探索中掌握研究函数的科学方法；情感态度方面则

激发学生对数学之美的感知，凭借二次函数独有的简洁架构与精

妙逻辑，点燃学生对数学的热爱与好奇，让学习不再是被动任

务，而是主动探索未知的旅程 [8]。

例 如 刚 开 始 学 习 二 次 函 数 时， 传 统 教 学 往 往 急 于 给 出

y-ax2+bx+c(a≠0)的标准式，让学生死记硬背各项系数意义与图像

性质，目标局限于解题得分。重塑教学目标后，知识技能方面升

级为引导学生自主推导，教师给出简单实例“某物体做竖直上抛

运动，其高度 h和时间 t的关系。”抛出问题让学生尝试用代数式

表示，一步步归纳出二次函数模型；在推导对称轴公式 a2
bx −= 时，

鼓励学生自主尝试，运用代数变形与等式性质，而非死记结论，

真正将知识内化。过程方法方面，设定“探究二次函数对称轴两

侧增减性规律”任务，让学生从列表取值，代入不同的 x计算 y

值，并绘制草图观察趋势，在实践中掌握归纳推理；在任务完成

进度过半时，教师可以分组让学生互相分享失败与成功的尝试，

在交流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情感态度方面，教师可以展示埃

菲尔铁塔、赵州桥等建筑中的二次函数元素，配合数学史中数学

家对二次函数的钻研历程，讲述设计师如何巧妙运用数学原理，

让冰冷的公式与艺术、历史交融，使学生渴望深挖函数背后的数

学美学，从应试学习转向素养驱动的求知。

（二）创新教学方法

引入情境教学，创设贴合生活实际的二次函数应用场景，像

投篮时篮球划过的优美弧线、古朴拱桥那标志性的拱形轮廓等，

把抽象知识融入直观情境，能瞬间打破知识与生活的隔阂，拉近

学生与知识的距离，让他们直观感受函数的实用性，学习积极性

自然高涨 [9]。开展项目式学习，抛出充满开放性与挑战性的二次

函数项目，例如设计一款抛物线玩具，学生分组合作，从最初的

构思规划到精细的参数计算，全程自主运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

深度钻研函数知识，在交流协作里碰撞思维火花、激发无限创造

力。在创新教学方法时，还要善用信息技术辅助，例如利用软件

动态演示函数图像随参数变动而千变万化的奇妙景观，能够将静

态知识动态化，弥补传统板书局限，赋予学生沉浸式学习体验，

促使他们深度理解函数变化规律。

例如创设“喷泉设计”情境：学校要建一座抛物线喷泉，已

知喷头固定点距地面1.5米，水喷出的最大高度是3.5米，水平

射程4米，让学生用二次函数设计其轨迹。学生迅速关联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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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二次函数为 y=a(x-h)2+k，根据顶点是最高点 (2,3,5)，代入可得

y=a(x-2)2+3.5，再把 (0,1.5)，代入求出 a=-0.5，函数式就确定了。

项目式学习则开展“设计抛物线太阳能聚光板”项目，小组接到

任务后，需要综合考量场地光照角度、面积利用率等现实因素，

从前期调研、设计初稿，到用二次函数精确模拟聚光板曲面，计

算最佳安装角度与尺寸，全程学生自主推进。期间大家各抒己

见，擅长数学计算的负责参数调校，有创意想法的构思外形，沟

通能力强的对接外部资源，不同思维碰撞融合，不仅深度钻研函

数知识，还激发出无限创造力，把知识学活、用活。信息技术辅

助可以用 GeoGebra软件，拉动滑块改变 a、b、c值，函数图像实

时灵动变化，学生能清晰地看到开口宽窄、对称轴位移，对比不

同参数下函数与坐标轴交点变化，还能暂停、回放关键节点，这

种沉浸式体验，让学生轻松捕捉动态规律，原本抽象难明的知识

变得可视、可感，学习效率与深度都大幅跃升。

（三）完善评价体系

完善“二次函数”的评价体系，关键在于摆脱单一试卷考核

的束缚、构建多元综合评价框架，这样既能全面反馈学生真实的

学习状况，定位素养培育中的薄弱环节，又能反向引导教学调整

优化，促使教学与核心素养培育无缝对接。知识考查环节，除了

常规题目，教师还要增设开放性问题，探测学生对二次函数概

念、性质领悟的深度，检验他们学以致用的灵活度，挖掘创新解

法背后的思维闪光点。过程性评价要贯穿学习全程，学生在课堂

上的活跃度、小组研讨时展现的风采、冒出的新奇想法，都应纳

入考量，这能激励学生全程投入学习，而非临时抱佛脚 [10]。实践

能力评价则应着重考量学生运用二次函数处理实际事务的综合表

现，细究模型搭建是否精巧、数据拿捏是否精准，借此全方位衡

量学生的实操水平。

例 如 知 识 考 查 环 节 的 开 放 性 题 目：“ 已 知 二 次 函 数

y=x2+bx+c，图像与 x轴交点间距离为4，求 b与 c的关系。”学生

要灵活运用韦达定理、判别式等知识，从不同路径推导，有的学

生利用 Ä=b2-4c结合对称轴知识建立等式；有的先设出函数与 X

轴的两个交点坐标，再代入二次函数表达式，通过等式变形，一

步步梳理出 b和 c的内在联系，过程条理清晰，展现出扎实的基本

功；还有的从函数图像的平移与对称特性出发，反向推导参数关

系，同学们思路各异却尽显对二次函数知识的融会贯通。过程性

评价关注课堂“二次函数在销售利润问题”讨论，学生小王率先

提出用分段函数细化不同销量区间利润，尽管不完善，但创意十

足记录加分；小李条理清晰总结小组观点也获肯定。实践能力评

价组织实地测量篮球场上篮球架篮板下沿抛物线形状，学生测量

多点坐标，代入二次函数拟合模型，精准度高、建模合理的学生

在这部分拿高分，全面激励学生素养提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数学核心素养的“二次函数”教学设计研

究，为数学教学困境指明破局方向。教学目标的重塑、教学方法

的创新、评价体系的完善，环环相扣，让二次函数教学跳出传统

桎梏，为知识注入灵魂、为思维拓展空间、为应用架起桥梁。这

不仅关乎学生当下对二次函数的掌握，更影响其长远数学能力与

综合素养的养成。今后，随着数学核心素养理念的持续渗透，数

学课堂必将成为素质教育的沃土，培养出更多善用数学、热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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