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认识反比例教学设计(精选9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
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认识反比例教学设计篇一

教材分析

在学反比例函数前已经学过正比例函数和一次函数，九下学
习二次函数，教材的编写意图是由简单到复杂，先直线再曲
线。因此学好反比例函数对以后学习二次函数有很大的帮助。
另一方面一次函数与反比例函数、二次函数有着非常紧密的
联系，所以在复习反比例函数时把一次函数与它进行对比更
有利于学好函数的有关知识。

学情分析

1、通过具体的情境、让学生经历由实例领会函数和反比例函
数概念的过程，从而进一步体会反比例函数的意义。

2、观察、比较、加深对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的理解，建
立函数知识体系。

3、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自主探索、思考及想象，从而培养
学生观察、分析、归纳的综合能力。

教学重点

反比例函数的图像和性质在实际问题中的运用

教学难点



难点是反比例函数性质的应用。

教学方法

鉴于教材特点及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采
用问题教学法和对比教学法，用层层推进的提问启发学生深
入思考，主动探究，主动获取知识。

通过教师的引导，启发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课堂上
多活动、多观察，主动参与到整个教学活动中来，组织学生
参与“探究——自主——交流——总结”的学习活动过程，
同时在教学中，通过演示，操作，观察，练习等师生的共同
活动中启发学生，让每个学生动手、动口、动眼、动脑，培
养学生直觉思维能力。

学法指导

本堂课立足于学生的“学”，要求学生多动手，多观察，从
而可以帮助学生形成分析、对比、归纳的思想方法。在对比
和讨论中让学生在“做中学”，提高学生利用已学知识去主
动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因此在课堂上采用积极引导学生主动
参与，合作交流的方法组织教学，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的主
体，体会参与的乐趣，成功的喜悦，感知数学的奇妙。

教学过程

一.知识回顾 ：

让学生小组交流总结反比例函数的相关知识，形成知识网络，
做到心中有数，学以致用。二.自主完成：

十个问题的设计考查反比例函数的定义及解析式的不同形式，
反比例函数图象的位置、增减性，重点是巩固基础知识和一
般的解题方法。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学生先自主完成，



然后通过学生代表精讲加深理解,。

第2，5，9, 10小题易错处必要时教师精讲。第5题强调 “必
须限定在每一个象限内”，设计的主要目的是平时在作业中
错误率也较高，再次讲解以加深理解和记忆。

三.议一议（合作交流）

九个小组组内交流这三个问题的学习成果，达成共识后举手
示意老师本组交流完毕。

组间交流学习成果，此时边分析边讲解，讲解时学生不仅要
说出结论，更要说出思维过程（说做法、说思路、说规律、
说关键点），教师要观察和帮助学困生或组。

教师指定三个组学生讲解，及时鼓励学生总结补充。四.能力
提升

第1题是对待定系数法求函数关系式的考查

充分利用“图象”这个载体，随时随地渗透数形结合的数学
思想.一学生板演解题过程。注重规范书写.第2题是对反比例
函数，一次函数与方程，面积的综合考查。学生代表分析引
导，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关注“学困生”；请两名学生上台
分析.关注学生的思维。五.当堂检测：

反馈学生掌握情况。六.课堂小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本节复习课主要复习反比例函数的概念、图像、性质、应用
等内容，夯实基础提高应用。

七、作业



能力提升第2题过程，课本64页习题17.5第5题

板书设计

17.4 反比例函数

1.定义

2.确定表达式 3.图象 4.性质

评价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