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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數學一直是基礎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澳門近年在數學教育中取得

了長足的進步。以 2017 年末公佈的 PISA結果為例，澳門中學生的數學素養在

65個國家/經濟體系中，全球排名第三；在 2018年的國際中學生數學奧林匹克

競賽中，澳門中學生獲得 IMO一枚銅牌。可見無論是大眾層面還是資優生層

面，澳門的基礎數學教育成績都取得了相當的進步，與國際發達國家水平相比

一點也不遜色，甚至某些時候比臨近的香港表現得還稍好一些，實屬難得。 

 

與此同時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到，澳門各所學校的教學水平有一定的差異，

尚有一部分數學基礎欠佳的學生。與此同時，教青局也正式公佈了高中基本學

力要求，如何在兼顧基本學力的要求的前提下，提高這一部分後進生的學習信

心和學習興趣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課題。 

 

有見及此，筆者立足本校實際，撰寫了一份高一數學學年的教案。本教案

主要有指數函數、對數函數與冪函數等內容。高一知識的廣度和深度都明顯比

初中的要求來得高，所以進入高中後，高一學生面臨數學上的挑戰和困難都比

之前大了不少,其中指數函數、對數函數與冪函數更最難的部分。筆者就此撰寫

了高一學年教案。 

 

這份學年教案中有如下設計創意和特色： 

1.簡單直接，盡可能不增加學生學習內容負擔，例題設計講究，針對性

強，在講授完相關知識點內容後，基本上是兩道例題+兩道練習題的教學模式。

就筆者經驗，把練習時間寄託在課後效率會稍差一些，因為某些同學課後容易

抄功課。所以學生需要更多時間在課堂上練習，老師也可以巡堂中即時回答同

學練習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因此所有設計的練習都必須是即時練習，形成即時

反饋，有問題即時解決。 

 

2.與時俱進，適當運用多媒體等教學軟件提高授課效率。以指數函數、對

數為例，教學就充分留意到底數的不同對函數性態的影響，由此把操作機會留

給學生自行操作鼠標，數形結合背後的變化，從而引導學生得出相應的結論。

而互聯網中的有很多有趣的動畫式解說小視頻，這裡也靈活地運用在教案設計

當中，使得課堂的講授更具多元性和趣味性。 

 

3.注重解題的邏輯性和體系性。在課堂小結時，非常注重知識體系的建

構，本人是建構主義教學理論的支持者，認同引導學生建立知識體系的重要

性。在教案中，會有大量的知識解答網絡圖(如圖 1)，這些都是基於大量教學

實踐的積累成果。因為初中學生剛升入高一，需要這種邏輯指示圖式的知識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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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網絡。其中種種努力，採取辦法降低同學的畏難心理，幫助同學從老師的視

覺高度上來理清相關知識的種類和聯繫。這也是本教案的亮點之一。 

 

 

 

 

 

 

 

 

 

圖 1  比較指數的網絡圖 

     

希望這些努力對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有所提高，增強他們對數學學習的興

趣，減少數學畏難情緒，提升學習效能。 

比較兩個指數大小 

底數相同 

底數不同 

底數>1 

底數<1 

指數大的

就大 

指數小的

就大 

與 1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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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授課時間 

（年-月-日） 

節

數 

課

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

鐘) 

2018年 12月 5日-

2018年 12月 6 
4 

第一

課節 

指數及指數函

數 

指數的運算、指數函

數的圖像與性質 
160 

2018年 12月 7日-

2018年 12月 12日 
5 

第二

課節 

對數、對數函

數 

指數式對數式的互

化，對數的性質和運

算、對數函數的圖像

與性質 

200 

2018年 12月 12日 1 
第三

課節 
冪函數 冪函數的函數圖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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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 指數及指數函數 

1.1 理解有理數指數的概念、性質，能夠進行指數的運算； 

1.2 體會指數模型在現實世界中的實際背景； 

1.3 掌握指數函數的概念及其圖像和性質。 

2. 對數及對數函數 

2.1 理解對數的定義，自然對數、常用對數； 

2.2 掌握指數式與對數式的互化、對數的性質和換底公式； 

2.3 能夠進行對數四則運算。 

2.4 通過運用對數的運算性質解決問題，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培養學生團結

合作的意識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2.5 掌握對數函數的概念、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2.6 理解對數函數圖像與指數函數圖像的關係； 

2.7 通過具體實例，直觀瞭解對數函數模型所刻畫的數量關係，初步理解對

數函數的概念，體會對數函數是一類重要的函數模型。 

3. 冪函數 

3.1 瞭解冪函數的概念； 

3.2 理解常見冪函數的函數圖像。 

 

二、主要內容 

1. 指數及指數函數 

2. 對數及對數函數 

3. 幂函數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 簡單直接，盡可能不增加學生學習內容負擔，例題設計講究，針對性強，

在講授完相關知識點內容後，基本上是兩道例題+兩道練習題的教學模式。就筆

者經驗，把練習時間寄託在課後效率會稍差一些，因為某些同學課後容易抄功

課。所以學生需要更多時間在課堂上練習，老師也可以巡堂中即時回答同學練

習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因此所有設計的練習都必須是即時練習，形成即時反

饋，有問題即時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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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時俱進，適當運用多媒體等教學軟件提高授課效率。以指數函數、對

數為例，教學就充分留意到底數的不同對函數性態的影響，由此把操作機會留

給學生自行操作鼠標，數形結合背後的變化，從而引導學生得出相應的結論。

而互聯網中的有很多有趣的動畫式解說小視頻，這裡也靈活地運用在教案設計

當中，使得課堂的講授更具多元性和趣味性。 

 

3. 注重解題的邏輯性和體系性。在課堂小結時，非常注重知識體系的建構，

本人是建構主義教學理論的支持者，認同引導學生建立知識體系的重要性。在

教案中，會有大量的知識解答網絡圖(如圖 1)，這些都是基於大量教學實踐的

積累成果。因為初中學生剛升入高一，需要這種邏輯指示圖式的知識關係網

絡。其中種種努力，採取辦法降低同學的畏難心理，幫助同學從老師的視覺高

度上來理清相關知識的種類和聯繫。這也是本教案的亮點之一。 

 

四、教學重點 

1. 指數及指數函數 

1.1 指數的運算 

1.2 指數函數的圖像與性質 

2. 對數、對數函數 

2.1指數式對數式的互化，性質和運算 

2.2對數函數的圖像與性質 

3. 冪函數 

3.1冪函數的函數圖像 

 

五、教學難點 

對數的性質和運算 

 

六、教學用具  

PPT、學案、GeoGebra、幾何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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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作品名稱 指數函數、對數函數、幂函

數 

人數 25人 

實施年級 高一 總實施節數 10節 

實施日期 2018 年 12 月 3 日-12 月 13

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數學  科目每周節數 6節 

日

期 

節

數 
課題名稱 教材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及 

活動 

教學 

資源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

編號 

12

月 

3

日

至

12

月

6

日 

4 指數及指

數函數 

1.人教版

數學第一

冊(下) 

2.校本教

材 

 

1.理解有

理數指數

的概念、

性質，能

夠進行指

數的運

算； 

2.體會指

數模型在

現實世界

中的實際

背景； 

3.掌握指

數函數的

概念及其

圖像和性

質。 

A-5-10、 

A-5-11、 

1.例題講

解 

2.即時練

習 

 

1.PPT 

2.GeoGebra 

 

12

月 

7

日

至

12

月

12

日 

5 對數及對

數函數 

1.人教版

數學第一

冊(下) 

2.校本教

材 

1.理解對

數的定

義； 

2.掌握指

數式與對

數式的互

化、對數

的性質和

運算； 

3.掌握對

數函數的

A-5-12、 

A-5-13、 

A-5-14 

1.例題講

解 

2.即時練

習 

 

1.PPT 

2.GeoGebra 

 



2018/2019 

參選編號 C024 

8 

 

概念、對

數函數的

圖像和性

質。 

12

月

13

日 

1 幂函數 1.人教版

數學第一

冊(下) 

2.校本教

材 

1.瞭解冪

函數的概

念； 

2.理解常

見冪函數

的函數圖

像。 

A-5-9 1.例題講

解 

2.即時練

習 

 

1.PPT 

2.GeoGebra 

3.幾何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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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指數-第一課時 

【教學目標】 

1. 理解有理數指數的概念； 

2. 理解指數的性質，能夠進行指數的運算； 

3. 通過指數的學習過程，學會指數運算的技能，結合初中已學知識，做到舉

一反三，順利進行高中指數的學習。 

4. 體會知識不斷發展，使用範圍不斷擴大，能用發展的眼光看待數學和世

界。 

 

【教學重點】指數的運算 

【教學難點】指數的運算 

 

【基力要求】 

A-2 數與式 

A-2-7 理解有理數指數的概念。 

A-2-8 理解指數的性質，能夠進行指數的運算。 

 

 課堂引入 

問題 1：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2018年發表的《未來 20年我國發展前景

分析》判斷,未來 10年，我國 GDP(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可望達到

6.5%.那麼在 2028 年, 我國的 GDP可望為 2000年的多少倍? 

 

問題 2：什麼叫平方根，什麼叫立方根？你能得出更高的推廣嗎？16的 4

次方根，17的 5次方根怎麼表示？ 

 

 

 

定義：如果 ax n  ，那麼 x 叫做 a 的 n 次方根。 n 叫做根指數， a 叫被開方

數。 

      當 n 是奇數時， a 的 n 次方根有一個，可表示為： n a  

當 n 是偶數時， a 的 n 次方根有 2個，可表示為： n a  

 

這與我們之前的認知是吻合的， 

比如： 33 66  xx ； 662  xx  

問題設計意圖：符合現實，好

問題會引起學生積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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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 1313 66  xx ； 1212 66  xx  

 

特別地： 

1. 如果 0a ，則 a 的 n 次方根為 0。即： 00  xx n  

2. 負數有奇數次方根，沒有偶數次方根。 

3.   aa
n

n   

 例題講解 

求下列各式的值 

(1) 3 3)8(    (2) 2)10(     (3) 4 4)3(      (4) 2)( ba   

解：略。 

 

 即時練習 

求下列各式的值 

(1) 5 5)1.0(    (2) 4 4100     (3) 4 4)4(      (4) 6 6)( yx   

分數指數冪： )0(  aaa n

m

n m  

正數的負分數指數冪的意義與負整數指數冪的意義相仿，規定： 

)0(
1




a

a

a

n

m
n

m

 

注：0的正分數指數冪等於 0，0的負分數指數冪沒有意義。 

 

對於分數指數冪，即對於任意有理數 sr, ，有下麵的運算性質： 

(1) )0(   aaaa srsr  

(2) )0()(  aaa rssr  

(3) )0()(  abaab rrr   

注：這跟初一時學習過的一樣，只是指數可以由原來的整數變為分數。 

 

 例題講解 

求值： 3

2

8 ， 2

1

100


，
3

4

1










，

4

3

81

16










 

解：   4228 2
3

2
3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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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1010100 1-

2

1
22

1




 

      6444 331 
  

    
8

27

2

3

3

2

3

2

81

16
334

3
4

4

3





















































 

  

 即時練習 

書 P77第 1題 

 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課後功課 

書 P77第 2-3題 

高中 初中 

整數冪 分數冪 

冪的運算 

rrr

rssr

srsr

baab

aa

aaa





 

)(

)(

幫助學生梳理

知識結構、知

識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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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指數-第二課時 

【教學目標】 

1. 理解有理數指數的概念； 

2. 理解指數的性質，能夠進行指數的運算； 

3. 通過指數的學習過程，學會指數運算的技能，結合初中已學知識，做到舉

一反三，順利進行高中指數的學習。 

4. 體會知識不斷發展，使用範圍不斷擴大，能用發展的眼光看待數學和世

界。 

 

【教學重點】指數的運算 

【教學難點】指數的運算 

 

【基力要求】 

A-2 數與式 

A-2-7 理解有理數指數的概念。 

A-2-8 理解指數的性質，能夠進行指數的運算。 

 

 課堂引入 

本節課繼續學習分數指數冪的化簡與運算。 

 

 例題講解 

用分數指數冪的形式表示下列各式： 

aa 2 ， 3 23 aa  ， aa  

解： 2

5

2

1

22 aaaaa   

3

11

3

2

33 23 aaaaa   

4

3

2

3

2

1

aaaaaa   

 

 即時練習 

書 P76第 1題 

 

 例題講解 

計算下列各式(式中字母都是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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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5

6

1

3

1

2

1

2

1

3

2

62 bababa     (2) 

8

8

3

4

1













 

nm   

解： 

a

ab

ba

bababa

4

4

)]3()6(2[

62

0

6

5

3

1

2

1

6

1

2

1

3

2

6

5

6

1

3

1

2

1

2

1

3

2



















































  

3

2

32

8

8

3

4

1

n

m

nm

nm























 

 

 例題講解 

計算下列各式(式中字母都是正數) 

(1) 43 5)12525(      (2) 
3 2

2

aa

a
  

       解： 

       (1) 4

5

12

5

4

1

2

3

4

1

3

2

4

1

2

3

3

2

43 55555)55(5)12525( 


 

      (2) 6

5

3

2

2

1
2

3

2

2

1

2

3 2

2

aa

aa

a

aa

a




 

 即時練習 

書 P76第 2題 

 

 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哪些內容？ 

 

 課後功課 

書 P77第 3-5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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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指數函數-第一課時 

【教學目標】 

1.體會指數模型在現實世界中的實際背景； 

2.掌握指數函數的概念及其圖像和性質 ； 

3．通過自主探索，讓學生經歷“特殊→一般→特殊”的認知過程。 

4．結合實例指數函數的實際背景，體會指數函數是一類重要的函數模型。 

【教學重點】指數函數的圖像與性質 

【教學難點】指數函數的圖像與性質 

【基力要求】 

A-5 函數 

A-5-11 結合實例瞭解指數函數的實際背景，體會指數函數是一類重要的函

數模型。 

A-5-12 掌握指數函數的概念及其圖像性質。 

 課堂引入 

問題 1：某種細胞分裂時，由 1個分裂成 2個，2個分裂成 4個，1個這樣

的細胞分裂 x次後，得到的細胞個數 y與 x的函數關系式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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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莊子·天下篇》中寫道：“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請你

寫出截取 x次後，木棰剩餘量 y關於 x的函數關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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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有什麼特點？ 

 

定義：函數 )0(  aay x 叫做指數函數，其中 x 是自變量，定義域是 R。 

思考 (1)為什麼定義域為 R？ 

         (2)為什麼規定底數 a ＞０且 a ≠１呢？  

         如果
2

1
,1  xa ，就有 1)1( 2

1

 xay ，這在實數範圍內無意

義。 

         如果 1a ， 11  xxay ，研究意義不大。 

 

 即時練習 

判斷下列函數是不是指數函數，為什麼？ 

 
得到函數 xay  的圖像一般用什麼方法？(列表描點連線) 

 新課探究 

在同一直角坐標系畫出 xy 2  和 x

x

y 







 2

2

1
的圖像，並思考：兩個函

數的圖像有什麼關係？ 

 

xy 2 xy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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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圖像可以歸結為： 

 

這兩個函數圖像關於 y 軸對稱 

 



2018/2019 

參選編號 C024 

18 

 

 

 

 

 

 

 

 

 

 

 

 

 

 

 

 

 

 

 

 

 

觀察右側函數

圖像，你有什

麼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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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指數函數圖象與指數的視頻

https://www.leleketang.com/let3/knowledges.php?grade_id=30 

 
 學以致用 

如圖，試從小到大排列四個指數函數的底數。 

 

 例題講解 

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和值域 (1) 
2

3

1












x

y      (2) 
2

3

1












x

y  

解:(1) Rx ， Ry  

     (2) 02 x ， 

∴定義域為 ]2,(  ， 

而 02 x ， 

https://www.leleketang.com/let3/knowledges.php?grade_i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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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

3
3

1











x

y  

        ∴ ]1,0(y  

 

 即時練習 

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和值域 (1) 22  xy      (2) 26  xy  

 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哪些內容？ 

 

 課後功課 

書本 P80第 1-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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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指數函數-第二課時 

【教學目標】 

1.體會指數模型在現實世界中的實際背景； 

2.掌握指數函數的概念及其圖像和性質 ； 

3．通過自主探索，讓學生經歷“特殊→一般→特殊”的認知過程。 

4．結合實例指數函數的實際背景，體會指數函數是一類重要的函數模型。 

 

【教學重點】指數函數的圖像與性質 

【教學難點】指數函數的圖像與性質 

 

【基力要求】 

A-5 函數 

A-5-11 結合實例瞭解指數函數的實際背景，體會指數函數是一類重要的函

數模型。 

A-5-12 掌握指數函數的概念及其圖像性質。 

 

 知識回顧 
xay  中，當 1a 函數是增函數；當 1a 函數是減函數。 

 例題講解 

比較指數的大小 

5.27.1)1( ， 37.1    1.08.0)2(  ， 2.08.0     3.07.1)3( ， 1.39.0     

分析：(1)(2)利用指數函數的單調性可比較.  (3)找中間量是關鍵. 

解： 

5

4.5

4

3.5

3

2.5

2

1.5

1

0.5

-0.5

-2 -1 1 2 3 4 5 6

f x  = 1.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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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6

1.4

1.2

1

0.8

0.6

0.4

0.2

-0.2

-1.5 -1 -0.5 0.5 1

f x  = 0.8x

 
(1) 1.7>1,   是增函數，∴ 5.27.1 37.1    

(2) 0.8<1，是減函數，∴  1.08.0 2.08.0   

        (3) 17.17.1 03.0  ， 19.09.0 01.3     ∴ 3.07.1 1.39.0     

 即時練習 

書 P80，1 

 探究新知 

問題 1觀察 32  xy ， xy 2 ， 32  xy 的圖像，你發現了什麼結論？ 

 

結論：左加右減！ 

問題 2觀察 32  xy ， xy 2 ， 32  xy 的圖像，你發現了什麼結論？ 

結論：左加右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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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如果底數變化，上面結論變化嗎？(幾何畫板) 

 

比如： xay  左移m 個單位，下移 k 個單位，函數變為 kay mx    

 即時練習： 

1. xy 3 左移 4個單位，下移 6個單位，函數變為________________; 

2. xey  右移 4個單位，上移 3個單位，函數變為________________; 

3. 12 2  xey 右移 4 個單位，上移 5 個單位，函數變為_______________; 

 

 例題講解 

已知指數函數 xaxf )( 經過點 ),3(  ，求 )1()0( ff  的值。 

解：代回 ),3(  ，得 3a  

∴ 3

1

a  

∴ 3)(

x

xf   

∴ 3

1

1)1()0(  ff  

結論：上加下減 

確定一個指數

函數需要什麼

條件？ 

 

設計意圖： 

通過數形結

合，引導學生

對比得出數學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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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練習 

已知函數 12)(  xaxf 經過點 )4,2( ，求 )1(f 的值。 

 

 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課後功課 

工作紙 

比較兩個指數大小 

底數相同 

底數不同 

底數>1 

底數<1 

指數大的

就大 

指數小的

就大 

與 1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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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對數-第一課時 

【教學目標】 

1.理解對數的定義，自然對數、常用對數； 

2.掌握指數式與對數式的互化 ； 

3.掌握對數的性質和換底公式； 

4.能夠進行對數四則運算。 

5.通過運用對數的運算性質解決問題，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培養學生團結合

作的意識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重點】指數式對數式的互化，性質和運算 

【教學難點】對數的性質和運算 

 

【基力要求】 

A-2  數與式 

A-2-12  理解對數的概念。 

A-2-13  理解對數概念與指數概念的對應關係，掌握兩者的相互轉化。 

A-2-14  瞭解兩個重要對數:常用對數和自然對數。 

A-2-15  掌握對數的性質和換底公式。 

A-2-15  能夠進行對數四則運算。 

 

 課堂引入 

提問：我們當時是如何認識 2 的？ 

就是解方程 22 x ，只學過整數和分數的我們沒有辦法找出一個整數或分數，

使得它的平方是 2。那麼我們如何表示出這樣的一個數呢？就是在 2 外面套上

一個根號，創造出一個複合要求的數出來。 

所以前面我們學過的分數指數冪也是這樣，比如： 

66 33  xx ， 12

1

1212 333  xx  

所以當數不夠用時，我們就會考慮引入一些數學符號，把一些新的數表示出

來。 

問題： 52 x ，我們如何把這個指數 x 表示出來呢？ 

 

觀察一下， x 應該介於 2到 3之間。但並不能確定這個數是什麼，所以人類為

瞭解決這個問題，就要考慮用某種符號來表示這個數，當然這個即將表示的數

必須跟 2和 5有關係。於是引入了 log來表示，這就是對數(logarithm)。 

5log52 2 xx  

回憶類比相似問題，

尋求問題的解決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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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如果 NbNa a

b log ，b 叫做以 a 為底，N 的對數。 a 在 Nalog 中

叫底數， N 在 Nalog 中叫真數。 

注意：1. Nab  叫指數式， Nb alog 叫對數式，兩者可以互化，舉兩個例子： 

5log52 2 xx ； 636log3  xx 。 

      2.指數式中， Nab  中 a 是底數，對數式 Nalog 中 a 還是底數。 

      3. ba 永遠大於 0，即 N大於 0，所以只有正數才有對數，0和負數沒有對

數。 

 

常用對數：以 10為底的對數，即 3log10 ， 25log10 等等。常用對數可簡寫為

NNN loglglog10  。 

自然對數：以常數 ...71828.2e  為底的對數，即 3loge ， 57log e 等等。自然對數

可簡寫為 NN lnloge  。 

 例題講解 

例 1 把指數式寫成對數式 

(1) 62554           (2)
64

1
2 6        (3) 273 a     (4) 73.5

3

1









m

    

    解：(1) 4625log5          (2) 6
64

1
log2   

        (3) a27log3          (4) m73.5log
3

1  

 

例 2 把對數式寫成指數式 

(1) 416log
2

1     (2) 7128log2      (3) 201.0lg     (4) 303.210ln    

解：(1) 16
2

1
4











  (2) 12827     (3) 01.010 2     (4) 10303.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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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練習 書 P85 第 1，2題。 

 積累新知 

公式 1 01log10  aa  

公式 2 1log1  aaa a  

公式 3 ∵ NbNa a

b log ，回代可得 Na
Na 

log  

記住一些常見對數： 

24log2  ， 38log2  ， 416log2  ， 29log3  ， 327log3  ， 481log3  ， 

1
2

1
log2  ，

2

1
2log2  ， 110log10  ， 31000log10  ， 3001.0log10  ， 

 

 

 

 

 課堂小結 

1.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2.你對指數式和對數式的互化有什麼體會？ 

     3.自然對數和常用對數有什麼區別？ 

     4.書寫對數式時要注意什麼事項？ 

 

 

 

 

 

 

 

 

 課後功課 

書 P85第 4題，P87-88第 1，2題。 

 

基本公式 

重視學生的常識積

累，扎實打好基本

功！ 

對數式 指數式 

普通對數 

常用對數 

自然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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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對數-第二課時 

【教學目標】 

1.理解對數的定義，自然對數、常用對數； 

2.掌握指數式與對數式的互化 ； 

3.掌握對數的性質和換底公式； 

4.能夠進行對數四則運算。 

5.通過運用對數的運算性質解決問題，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培養學生團結合

作的意識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重點】指數式對數式的互化，性質和運算 

【教學難點】對數的性質和運算 

 

【基力要求】 

A-2  數與式 

A-2-12  理解對數的概念。 

A-2-13  理解對數概念與指數概念的對應關係，掌握兩者的相互轉化。 

A-2-14  瞭解兩個重要對數:常用對數和自然對數。 

A-2-15  掌握對數的性質和換底公式。 

A-2-15  能夠進行對數四則運算。 

 

 課堂引入 

前一節課我們講了對數的來龍去脈，這節課我們講對數的運算。 

 

 探究新知 

對數的運算主要有三條公式，分別是： 

1. NMMN aaa logloglog     (同底數冪相乘，底數不變，指數相加) 

2. NM
N

M
aaa logloglog     （同底數冪相除，底數不變，指數相減） 

3. MnM a

n

a loglog   

這裡底數是大於 0且不等於 1的正數， NM， 也是正數。 

下面給出公式 1的證明過程，事實上公式 2和 3都可以從 1中推出來。 

證明： NMMN aaa logloglog   

證：令 AMa log ， BNa log ，那麼有 MaA  ， N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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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Na BA  ，化為對數式得 

∴ NMBAMN aaa logloglog   

對於公式 3的證明，當然可以給出嚴格證明，但有點繁雜，學生直觀性不強。

假設公式 1中 NM  ，那麼有 

MMMM aaaa log2logloglog 2   

MMMM aaaa log3logloglog 23   

依次類推，我們有 

MnM a

n

a loglog   

而公式二，則可以由公式 1，3容易推得。 

NMNMMN
N

M
aaaaaa loglogloglogloglog 11    

對公式的運用，既要會順著用，也要學會逆著用。 

比如， 110lg5lg2lg   

 

全班即刻默寫公式： 

 

 

 

 

 

 

 

 

 例題講解 

例 1 用 zyx aaa log,log,log 表示下列各式：
z

xy
alog)1(        

3

2

log)2(
z

yx
a  

解： zyxzxy
z

xy
aaaaaa loglogloglog)(loglog)1(   

       

zyxzyxzyx
z

yx
aaaaaaaaa log

3

1
log

2

1
log2loglogloglog)(loglog)2( 3232

3

2



 

例 2 計算(1) 57

2 24log  ，(2) 5 100lg  

即時反饋，令學生處

於緊張狀態，觀察學

生公式的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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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1)原式= 195142log54log72log4log 22

5

2

7

2   

       (2)原式=
5

2
2

5

1
100lg

5

1
100lg100lg 5

1

5   

 

 課堂練習 

書 P87第 1，2 題 

 

 課堂小結： 

1.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多少條對數的運算公式？ 

2. 公式要學會順著用，也要學會逆著用 

 

 課後功課 

書 P88第 3、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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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對數-第三課時 

【教學目標】 

1.理解對數的定義，自然對數、常用對數； 

2.掌握指數式與對數式的互化 ； 

3.掌握對數的性質和換底公式； 

4.能夠進行對數四則運算。 

5.通過運用對數的運算性質解決問題，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培養學生團結合

作的意識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重點】指數式對數式的互化，性質和運算 

【教學難點】對數的性質和運算 

 

【基力要求】 

A-2  數與式 

A-2-12  理解對數的概念。 

A-2-13  理解對數概念與指數概念的對應關係，掌握兩者的相互轉化。 

A-2-14  瞭解兩個重要對數:常用對數和自然對數。 

A-2-15  掌握對數的性質和換底公式。 

A-2-15  能夠進行對數四則運算。 

 

 溫習回顧 

上一節課學習了哪些對數公式？ 

 

 講授新知 

補充公式： b
m

n
b a

n

am loglog   

特別地， nm  時， bb a

n

an loglog  ，說明這兩個數同時乘法、開方，結果

不變。舉例： 3log9log 24  ，這方便我們把比較大的數化簡得小一些。 

 

換底公式：
a

b
b

m

m
a

log

log
log   

特別地，取 bm  時，有
aa

b
b

bb

b
a

log

1

log

log
log  ，這說明 balog 與 ablog 互為

倒數，即 1loglog  ab ba 。這個等式可以推廣至多個首尾連著的對數，即：

ddcb acba loglogloglog   



2018/2019 

參選編號 C024 

32 

 

 即時練習 

課堂練習: 

1. a3log2
，用 a 表示下列各式： ____2log3  ； ____3log

2
 ；

____2log
3

 ； ______81log8   

2. k2log 5 ，用 k 表示下列各式： ____5log2  ； ____2log
5

 ；

______32log125  ； ______8log 2 5
  

 

 例題講解 

例 1 計算 )8)(log4)(log9(log
4

132  

    解：原式 6
2

3
4)2)(log2log2(3log2 3

232 2 







   

 

 即時練習 

3
31253

9

1
log)81)(log25(log   

 

 

 例題講解 

計算 )2log4)(log9log3(log 9342   

    解：原式

52log3log
2

5
22log

2

5
3log2)2log

2

1
2log2)(3log3(log 32323322   

 

 即時練習 

計算 3
333 6log

2

3

3

1
log

2

1
2log   

 

 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哪些公式？ 

 

 課後功課 

1.填空 

______9log3  ； ______9log
3

1  ； ______8log2  ； ______84log 6

2  ；

______)16(loglog 22  ； ______001.0log10  ； ______2
6log2  ；

______5
8log5  ； ______5lg2lg   ; ______001.0lg   

2.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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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______4
6log2  ； ______2

6log
2  ； ______5

6log5  ； ______4
3log

2  ； 

(2) ______)12(log
12


 ）（

； _______8log
4

1  ； ______4lg
2

1
20lg   

(3) ______2log3log 32  ； ______4log3log 32  ；

______5log4log3log 432   

(4) ______2017log2016log5log4log3log 20162015432    

 

3.求 x 的值。 

(1) 0)](log[loglog 235 x    

(2) 1)](log[loglog 532 x     

(3) 0)]ln[ln(l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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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對數函數-第一課時 

【教學目標】 

1.理解對數函數的概念； 

2.掌握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3.理解對數函數圖像與指數函數圖像的關係； 

4.通過具體實例，直觀瞭解對數函數模型所刻畫的數量關係，初步理解對數

函數的概念，體會對數函數是一類重要的函數模型。 

【教學重點】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教學難點】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基力要求】 

A-5  函數 

A-5-13  通過具體實例，直觀瞭解對數函數所刻畫的數量關係，理解對數函

數的概念，體會對數函數是一類重要的函數模型。 

A-5-14  理解指數函數 xay  與對數函數 xy alog 是互為反函數。 

A-5-15  理解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知識引入 

指數函數 xy 2 ，寫成對數形式是 yx 2log ，兩個變量交換位置可得

xy 2log ，說明指數函數 xy 2 的反函數是 xy 2log 。因為互為反函數的函數

圖像關於直線 xy  對稱，而我們知道指數函數的函數圖像，所以可以根據關於

直線 xy  對稱從而得到對數函數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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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出指數函數圖像，可得如下兩種情況： 

 

可以看到對數函數有如下性質： 

1. 底數大於 1時，函數是增函數，定義域是 ),0(  ，值域是 R，經過點(1,0); 

2. 底數 )1,0(a 時，函數是減函數，定義域是 ),0(  ，值域是 R，經過點(1,0); 

 

觀看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視頻： 

https://www.leleketang.com/let3/knowledges.php?grade_id=30 

 
 

 

探究：底數變化時，函數圖像會如何變化？ 

https://www.leleketang.com/let3/knowledges.php?grade_i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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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題講解 

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 

(1) 2log xy a  (2) )4(log xy a    (3) )9(log 2xy a     

(4) )34(log 5.0  xy  

解：(1)∵ 02 x ，即 0x ，∴ 2log xy a 的定義域是 0| xx 。 

(2)∵ 04  x ，即 4x ，∴ )4(log xy a  的定義域是 4| xx 。 

(3)∵ 09 2  x ，即 33  x ，∴ )4(log xy a  的定義域是 33|  xx 。 

(4)∵ 0)34(log 5.0 x ，由圖像可知， 1340  x ，即 1
4

3
 x ，∴

)34(log 5.0  xy 的定義域是 10|  xx 。 

 

 即時練習 

 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 

(1)
 23log

1

3 


x
y         (2) )34(log3  xy         (3) )6(log 2xy a      

 

 課堂小結 

 1a  10  a  

圖像  

數形結合，培養學生

的觀察能力，引導學

生探索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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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1)定義域： ),0(   

(2)值域：R 

(3)過點(1,0)，即當 1x ， 0y  

(4)在 ),0(  是增函數 (4)在 ),0(  是減函數 

 

 

 課後功課 

書 P94第 2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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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對數函數-第二課時 

【教學目標】 

1.理解對數函數的概念； 

2.掌握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3.理解對數函數圖像與指數函數圖像的關係； 

4.通過具體實例，直觀瞭解對數函數模型所刻畫的數量關係，初步理解對數

函數的概念，體會對數函數是一類重要的函數模型。 

 

【教學重點】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教學難點】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基力要求】 

A-5  函數 

A-5-13  通過具體實例，直觀瞭解對數函數所刻畫的數量關係，理解對數函

數的概念，體會對數函數是一類重要的函數模型。 

A-5-14  理解指數函數 xay  與對數函數 xy alog 是互為反函數。 

A-5-15  理解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溫習回顧 

 

我們知道，底數 1a 時，函數是增函數，真數越大，對數就越大； 

而當底數 10  a 時，函數是減函數，真數越大，對數反而就小。 

 

 例題講解 

例 1比較下列各組數中兩個值的大小。 

(1) 4.3log2 , 6.6log2  

(2) 8.1log 3.0 , 7.2log 3.0  

(3) 1.5loga , 9.5loga  0,1  aa  

解：(1) 對數函數 xy 2log ，因為它的底數 2>1，所以它在  ,0 是增函數，

而 3.4<6.6， 

∴ 6.6log4.3log 22   

(2)對數函數 xy 3.0log ，因為它的底數 0.3<1，所以它在  ,0 是減函數，而

1.8<2.7，∴ 7.2log8.1log 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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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知並沒有明確指出底數是大於 1還是小於 1，所以需要對底數進行討論。 

  如果 1a ，函數是增函數，此時顯然 9.5log1.5log aa  ； 

如果 10  a ，函數是減函數，此時顯然 9.5log1.5log aa  . 

 觀看對數比較大小視頻：

https://www.leleketang.com/let3/knowledges.php?grade_id=30 

 
 即時練習 

 比較下列各組數中兩個值的大小。(填大於號或小於號) 

(1) 6log 20 ______ 8log 20     (2) 6log 5.0 ______ 4log 6.0  

(2) 5.0log
3

2 ______ 6.0log
3

2     (2) 16log 5.1 ______ 14log 6.1  

 例題講解 

例 2比較下列各組中兩個值的大小。 

(1) 7log6 , 6log7      (2) 3log , 8.0log2  

分析：利用對數函數的增減性無法直接比較兩個對數的大小時，可在兩個對數

中間插入一個已知數，比如 0或 1，間接比較上述兩個對數的大小。 

解：(1)∵ 16log7log 66  ， 17log6log 77   

∴ 6log7log 76   

(2) ∵ 01loglog 33  , 01log8.0log 22   

https://www.leleketang.com/let3/knowledges.php?grade_i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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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loglog 23   

 即時練習 

比較下列各組中兩個值的大小。 

(1) 7log 10 , 6log 10      (2) 5.1log , 8.0log2
 

 課堂小結 

本節課學習了什麼內容？ 

比較對數大小時與函數增減性有何關係？ 

 

 課後功課 

書 P28第 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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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冪函數-第一課時 

【教學目標】 

1.瞭解冪函數的概念； 

2.理解常見冪函數的函數圖像； 

 

【教學重點】冪函數的函數圖像 

【教學難點】冪函數的函數圖像 

 

【基力要求】 

 

 課堂引入 

 

 

 歸納概括 

A-5  函數 

A-5-10 掌握冪函數概念 ，掌握指數為 1，2，3，-1，-0.5的冪函數概念及

其圖像和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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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一般地，函數 )( Rxy   叫做冪函數，其中 是常數， x 是自變量。 

事實上之前我們早已經學過了冪函數的相關例子，只是還沒有歸納概括。 

注意與指數函數的區別： 

 
 例題講解 

已知冪函數 )(xfy  過點 )2,2( ，試求函數的解析式。 

解：設所求的冪函數為 )( Rxy   ，代回點 )2,2(  

即
2

1
22     ∴所求的冪函數是 2

1

x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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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函數 322 2

)1()(  mmxmmxf 是冪函數，求滿足條件的實數的 m的值。 

結合幾何畫板，作出冪函數的圖像： 

 

其相關函數性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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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課後功課 

書本相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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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學生是教學的主體, 現階段大部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不夠，學習有依賴

性，且學習的信心不足，對數學存在或多或少的恐懼感，因此教學上要給學生

提供各種參與機會，但參與機會總是需要預足時間，所以教學例題不能太多。

為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使學生化被動為主動，我步步設問、啟發學生的

思維,通過課堂練習,學生討論的方式來加深理解,很好地突破難點和提高教學效

率。在課堂中，注重知識的形成過程和思維的方法。學生通過自主思考和合作

探究，在老師課堂小結的知識框架下，學生不僅學習到了知識，更重要的是學

會了如何解決問題的方法，達到了“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效果。在一

些趣味教學“重案組破案”上取得了良好的課堂效能。 

 

在教學實施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在教學過程中有時一些課堂探

究環節過多(允許同學上臺動手觀察變化細節)，以致時間稍有倉促。同時部分

課後功課量偏少，比如數列這一課節。趣味教學深受同學喜愛，但一時之間也

未能開發更多的案例，以後可以在這方面多下功夫，加強學習，向有經驗的同

行或學者多請教，以求進步，教學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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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筆記圖片 

 

 

 

 

 

 

 

 

 

 

 

 

 

 

 

 

 



2018/2019 

參選編號 C024 

48 

 

 

 

 

 

 

 

 

 

 

 

 

 

 

 

 

 

 

 

 

  

 

 

 

 

 

 

 

 

 

 

 

 

 

 

 

 

 

 



2018/2019 

參選編號 C024 

49 

 

二、 測驗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