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中二次型函数单调性讨论》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 
高考中导数类的题目占据了极其重要位置，而对含参函数单调性讨论一直是考查热点。而

利用导数分析含参函数的单调性，进而分析极值，最值，零点及趋势图像是解题的基础。

高二选择性必修二教材的第五章给出了对具体函数单调性的求解范例，对含参函数单调性

讨论的论述较少。而含参函数因加入了参数使得确定的函数变得不确定，对于含参函数的

单调性求解一般要进行分类讨论，分类讨论的关键是要明确分类讨论的依据，做到分类准

确恰当，不重不漏。所以讨论和研究含参函数单调性问题的求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二、学情分析 
本节课是高三的一轮复习课，函数求导后有很多种形式，本节课选取了求导后是类二次型

函数的含参单调性讨论。高三的学生虽然经过高一、高二的学习，虽然学生在学习一元二

次不等式时，经常遇到含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因此对含参问题并不陌生。但是对于含

参的函数的单调性问题，何时需要分类讨论，以及如何分类讨论做到不重不漏并不清楚，

也没有形成解题系统。本节课以题组的形式对高考中常见的二次函数型题型给予针对性讲

解和训练，以期突破难点。 

三、素养目标 
本节课的教学设计将重点放在导数与函数单调性关系的发现上，如何将函数的单调性与导

数进行联系，是本节课的难点．探究导数与函数单调性的关系对学生而言是一个挑战，以

探究的方式去发现结论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体验导数解决问题的优越性． 

本节课以“问题解决”贯穿始终，设计层层递进的问题链，通过构建函数单调性与导数的关

系，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发展数学抽

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等数学核心素养． 

四、教学重难点 
重点：掌握含参的二次型函数单调性问题分析及解决能力 

难点：培养利用分类讨论、化归、数形结合、类比等数学思想与方法进行解题的意识 

五、课时安排：1 课时 

六、教学策略：题组探究，学生动手，分类总结 

七、教学设计： 
（一）核心素养下的高考导向 

近五年高考考查函数单调性问题分布一览表 

 
设计意图：通过近五年高考题目分析，让学生明晰考点

 （二）教材习题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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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导数讨论二次函数 的单调性区间. f x ax cbx

 



设计意图：通过课本习题，让学生知道活水源头

  

 

 
 
 
 
 
 

（三）探究新知 

类型 1：直接二次型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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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已知函数 讨论 的单调性.变式（2）:    x xk ff x x x

 

 
 
 
 
 
 
设计意图：通过上述过程引导学生回顾总结具体函数单调性求解的解题步骤，有助于

学生思考比较含参函数在求解过程中所遇到的不确定性，明确为什么要进行分类讨论；

含参函数相对于具体函数而言，不确定的因素可能存在于哪里？我们讨论的次序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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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此处预留空间让学生思考，讨论，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即使学生回答得不全

面也没有关系，教师后面可做补充，并概述要讨论的情况。 
 

类型 2：“类”指数二次型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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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活动：学生思考,尝试完成以题目，投屏展示思考及解题过程，教师给予完善和评

价。 

设计意图：根据高考题的出题形式，对于复杂的函数可大致划分为两种类型，先设置

导函数是非二次函数型的题组，通过导函数为二次型函数的简单类型为范例，使学生

明确讨论的大致顺序。 

类型 3：“类”对数二次型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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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解：函数的定义域为 (0, ) ，函数的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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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活动：学生分析讨论完毕，通过几何画板展示当 a 取不同值是函数图像的变化，

让学生形象直观的理解题目。 

 



 

 

设计意图：导函数是类二次函数型，难度比上一个类型上升了一个台阶。这个题组设

计的例题由浅入深，分别代表参数在不同位置或不同的呈现形式。通过这三个不同类

型的例题，旨在帮助学生梳理和总结出导函数为二次型的分类讨论的依据和层次。通

过几何画板学生直观理解参数的改变对于函数单调性的影响。 

（四）本节小结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说一说你的收获（学生总结，教师补充） 

若二次型函数存在参数，则需对参数是否等于零进行讨论（如果二次函数的各项符号

均相同，可直接判定），若二次项系数不为零或不含参时看二次式是否能分解因式，

求出两根，若不能，则需对根的判别式进行讨论。最后求出 ( ) 0 f x 的根后要注意讨

论根与定义域的关系，定义域内若有多个根还要讨论根的大小及根左右两侧区间内导

数的符号。 

（五）课后练习 

课后小结： 
本节课的设计能达到教学目标，所设置的例题由浅入深，逐级提高难度，使不同层次学生

都有所得，给学生充分动手时间，难度适中切合本班学生实际。从学生的掌握情况来看，

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不足的是教学时间太紧张，导致学生思考不够充分，总结归纳的时

候学生参与面不够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