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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27 日上午第二节，教研室对高中数学组王苏姐老师进行“和

助五学”教学模式建构与试卷讲评课视导听课活动。在邹副校长带领下教务处罗

典成主任、陈红平副主任、吴镜川副主任等中层领导，以及高中数学组老师参加

了此次听评课活动。 

在王苏姐老师的视导课中，复习了如何求函数的解析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主题，因为它涉及到如何理解和描述函数的行为。以下是一些关键步骤和技巧： 

一、已知函数 

1. 确定函数的类型：首先，需要确定函数的类型。这可能是线性函数、二

次函数等。这可以通过观察函数的图像或使用一些基本的数学规则来确定。 

2. 找出函数的关键特征：一旦知道了函数的类型，就可以找出函数的关键

特征。例如，对于线性函数 y = mx + b，m是斜率，b是 y轴截距。对于二次函

数 y = ax^2 + bx + c，a、b和 c是二次项、一次项和常数项的系数。 

3. 检查解的有效性：最后，需要检查解是否有效。这意味着需要确保解满

足函数的定义域和值域。 

通过以上步骤，就可以求出函数的解析式了。这是一个需要练习和熟练掌握

的技能，因为这是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 

二、抽象函数 

王苏姐老师介绍换元法和解方程法都是求解函数解析式的常用方法。换元法

的主要作用是化繁为简、化难为易，通过引入一个新的或几个新的变量来替换原

来的某些量，从而达到从未知向已知的转换，顺利解题。例如，对于形如 f (g (x))

类型的解析式，我们可以令 t=g(x)，然后求解 f (t)从而得到 f (x)的解析式。

这种方法常用于高次、分式和无理式的处理，但在使用换元法时必须要明确新元

的取值范围。 

另一种常见的方法是解方程法，它适用于已知函数类型的情况。基本步骤是

设出函数的一般式，代入已知条件通过解方程（组）确定未知系数。比如在求一

次函数 y=f (x)解析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设 f (x)=ax+b (a≠0)，然后将 f (f 

(x))的值代入求解得到 a和 b的值，进而得出函数的解析式。 

 



以上两种方法都有各自的应用场景和优势，选择哪种方法主要取决于具体问

题的实际需求和问题本身的数学性质。 

课后，教研室罗典成主任主持了评课活动，视导听课小组随即对王老师这

节课进行了点评指导。 

1. 试卷分析：首先，老师需要对试卷进行全面的分析，了解试卷的整体难

度、题型分布、知识点覆盖等情况。这有助于老师了解学生的薄弱环节，为后续

的讲解做好准备。 

2. 错误类型总结：接下来，老师需要对学生的错误进行分类总结，找出学

生在解题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包括概念理解不清、计算失误、

解题方法不当等。通过对错误类型的总结，老师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和指导。 

3. 重点难点讲解：针对学生的错误类型，老师需要对重点难点进行详细的

讲解。这包括对知识点的深入解析、解题方法的演示和讲解、常见错误的预防等。

在这个过程中，老师需要尽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进行讲解，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 

4. 实例分析：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点，老师可以结合具体的

试题进行实例分析。通过分析典型试题的解题过程，学生可以更直观地了解知识

点的应用和解题方法的运用。 

5. 互动环节：在讲解过程中，老师可以适当设置一些互动环节，如提问、

讨论等，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老师还可以鼓励学生提出自己

的疑问和困惑，以便及时进行解答和指导。 

6. 巩固练习：最后，老师可以布置一些与试卷相关的巩固练习，让学生在

课后进行自主学习和巩固。这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中，提高解

题能力。 

总之，高中数学试卷讲评课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找出

自己的不足之处，提高解题能力和应试技巧。通过有针对性的讲解和指导，学生

可以在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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