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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核心素养下单元教学的作业设计

——

以
“

幂 、指 数 与 对数
”

为 例

２ ０ ０ １ ２ ２上海 市 洋 泾 中 学 陈 丽 达 吴元 帅

摘 要 ： 依据 《普通高 中数学课程标准 （ ２ ０ １ ７ 年版 ２ ０ ２ ０ 年修订 ） 》中 关于数学核心 素养 的说 明 和要

求 ， 以
“

幂 、指数与对数
”

为例 ， 进行单元教学 中 的作业设计 ，探索将高 中数学核心素养融人单元教学

作业设计的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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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是依据课程标准 ， 围绕主题或活动进行结

构化组织 的学 习单位 ． 单元教学是课程教学 的 一种

基本形式 ， 是根据特定 的单元 内 容来进行 的教学活

动 ． 单元作业是为某个单元教学所设计 的所有作业

的总和 ， 是数学 日 常学 习 评价不可或缺 的有机组成

部分 ． 单元作业设计是指教师依据课程标准和教材 ，

根据 自 己对单元 内 容 的理解 以及学生 的实 际情况 ，

进行系统规划 和整体设计 ， 通过分析 、 整合 、 重组后

形成 的作业 ．

１ 单元作业设计的特点

１ ．１ 主体性

单元作业 的设计要关注学生 的心理特点 和认知

基础 ， 尽量贴近学生 的生活实际 ， 作业设计不能忽视

学生 的原有经验 ， 而要 引 导学生从原有 的知识经验

中
“

生长
”

出 新 的知识经验 ．

１ ． ２ 系 列性

从单元的角 度整体设计每一课时 的作业 ， 作业

之 间要建立一定 的 梯度 和联 系 ． 由 浅 人深 、 由 易 到

难 、循序渐进 、连贯地设置作业 ， 随着学生学 习 水平

的不断提高 ， 同
一课 时 、 不 同 课时 的 作业要求 逐 级

提高 ．

１ ． ３ 多样性

单元作业注重拓宽学 习 资源 ， 作业 内容丰富 、 问

题形式多变 、解决模式 多样 、 获得结论多个 ， 让不 同

学生都有充分发挥各 自 才智 的空 间 ．

２ 单元作业的设计思路和基本框架

“

幂 、 指数与对数
”

单元是上海教育 出 版社 出 版

的高一 《数学 》教材 的第三章 ． 本单元主要学 习 指数

幂 的拓展
——

指数与对数的概念 、相互关系 、基本性

质 ， 它将帮助学生提升数学抽象 、 逻辑推理 、 数学运

算等核心素养 ．

本单元是
“

幂 函数 、 指数 函 数与对数 函 数
”

的先

行单元 ，将运算从函数 中剥离 出 来 ， 使运算不再作为

函数的依附 ， 不少学生觉得本单元涉及 的知识不多 ，

以运算性质为主 ， 但不 了 解单元架构 ， 只 见树木 ， 不

见森林 ． 根据学 生 的 心 理特点 、 年龄特 点 和认知 基

础 ，单元作业设计时 ， 关注幂 、指 数与对数 的 整体处

理框架 ， 引 导学生先 了解指数幂的拓展过程 ， 多从实

例人手 ，从数学文化 的层面适 当 加人对数 的起源与

其在数学及其他科学领域所起到 的作用 ． 笔者尝试

在作业的结构 、 内 容 、形式等方 面作进一步 的 完善 ．

增加辨析型 、 阅读型 的作业数量 ， 每课时的作业结构

保持一定 的稳定性 ， 随着 知识 的增多 、课时 的增 加 、

问题的挖掘 ， 作业的难度 、 问题的梯度均有一定层次

的提高 ． 通过关注学生 的认知特点 和认知发展 ，提高

作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

３ 关注学生认知 发展的单元作业设计

单元作业设计始终关注学生认知发展 ， 依据学

生学情和课程标准要求 ， 把单元 目 标 和课时 目 标转

化为具体的作业 内 容 ， 以 真实情境为背景激发学生

的学 习热情 ， 提供多样化 的 学 习 素 材促进学生 的认

知发展 ，使学生思维 的发展和知识的理解协调 同 步 ．

３ ．１ 合理设计基础性 问题 ， 帮助学生夯实根基

数学知识的学 习 就如盖一 幢 高 楼 ， 每一层都是

不可或缺的 ， 打好基础十分关键 ，且要体现 出 累积性

与连续性 ． 在核心素养下 的数学教学 中 ，需高度重视

基础知识 的考查 ， 只有学生基础牢 固 ，在后续深人学

习 中 才能够轻松应对 ， 以 免 出现更多的障碍与 困 难 ．

对此 ， 教师要设计合理的基础性作业 ，关注学生对数

学公式 、 概念 、定理 、定律 的掌握和运用情况 ， 帮助他

们扎实数学根基 ， 为核心素养的形成奠定基础 ．

练 习 １ 若将使得＃ 

＝

？ 对任意实数 ａ 均成

立 的整数 々 称为
“

还原数
”

， 则 当 《 是正整数时 ， 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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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
“

还原数
”

的是 （ ）

Ａ ．
２ ｎ Ｂ ．ｎ

－

Ｃ ． ｎ
２

＼ ｎＤ ．ｎ
２

＋ ｎ 

—

１

参考答案 ：
Ｄ ．

设计意图 ：这是一个考查概念的问题 ． 对于学生

来说 ， 正面分类去讨论＾
＂

的结果相对简单 ， 容 易 掌

握 ，但要完全理解根式运算 的意义 ， 还有待于对概念

的深度挖掘 ． 此题就是基于对根式运算 的概念 的理

解 ， 利用逆 向 思维 ，让学生 自 行体会该等式恒成立 的

条件 ， 从而判断 出
“

还原数
”

必为奇数 ， 进一步在选项

中进行判断 ，从而得到正确 的答案 ． 这对培养学生的

数学抽象 、逻辑推理素养有一定 的 帮助 ．

练 习２证明 ：若 ａ＞ ｌ ， ０＜ ｉＶ＜ ｌ
，则 ｌｏｇＪＶ＜ ０ ．

参考答案 ： 用 反证法证 明 如 下 ， 假设 ．ｒ 

＝
 ｌ ｏｇＪＶ

＞ ０
， 则 ＆若 《＞ １ ， 则 根据

“

幂 的 基本不等式
”

可得 Ｖ＞ １ ， 即 ＩＶ＞ １ ，与 已 知 ０＜ ＪＶ＜ １ 矛盾 ． 所 以假

设不成立 ， 即 ｌ〇ｇａ
ＪＶ＜ ０ ．

设计意图 ： 本题从教材第 ６ ３ 页
“

幂 的基本不等

式
”

中得到启 发 ， 类 比 发现并提 出 数学 问 题 ． 引 导学

生遇到较陌生的数学 问 题时 ， 能够提 出 不 同 的假设

前提 ， 推断结论 ， 形成数学命题 ， 随后探索论证 的途

径 ， 解决 问题 ， 并会用 严谨 的 数学语言表达论证过

程 ． 对于对数性质 问 题需要联 系 指数性质 问 题来思

考 ， 充分体现转化与化归 思想 ， 也 为 下一节
“

对数运

算性质
”

的证明指 明 了方向 与思路 ． 本题突 出 联 系性

思想 ， 引 导学生善于联 系 已 学 的 数学概念和性质进

行学 习 ， 最终促使学生学会研究 问题的方法 ， 培养学

生主动学 习 的意识 ．

以 上这些例子都是围绕指数与对数 的运算设计
一些基础性作业 ， 辅助学生掌握指数与对数 的 运 算

法则 ，使其可 以 准确 进行计算 ， 培 养他们 的 运 算 能

力 、 符号意识等 ．

３ ． ２ 贯穿设 计情境性 问 题 ， 引 导 学 生 形成数 学

思维

高 中数学知识 的 学 习 是一 种
“

历 史 知 识
”

的 学

习 ， 具有一定 的被动性 ， 这会使学生认识不到 当前的

学 习 与将来生活实践 的 联 系 ， 对数学 的 应用 价值 比

较迷茫 ． 数学的抽象性决定 了 单纯数学题解过程 的

枯燥无味 ．

弗赖登塔尔认 为 ， 数学来 源 于 现实 ， 存 在 于 现

实 ， 并且应用于现实 ， 数学教师 的任务之一是帮助学

生构造数学 现实 ， 并 在此 基 础 上 发 展 他 们 的 数 学

现实 ．

回 到作业设计就需要改变原来过于形式化 的 习

题 ， 取而代之 的是更具现实背景 的实质 问题 ， 主要是

指从周 围生活 中 可 以 找 到原型 、学生运用 已 掌握 的

数学知识可 以分析解决 的一类实 际 问 题 ． 这种 作业

在书本知识 和 学生 的 生 活 实 际之 间 架起 了 一 座 桥

梁 ，无形 中 给作业增添 了趣味性 ， 使学生获得运用课

堂里学到 的数学知识 、 数学思想 去解决生 活 实 际 问

题的机会 ， 能培养学生用数学 眼光观察身边 事 物 的

习 惯 ， 提高学生 的 问题意识和数学素养 ， 在真实 的生

活实践中体会数学 ，认识到数学 的魅力 ．

练 习 ３ 拓展阅读 回答 ：

著名 的棋盘问题 ： 在 ８ Ｘ ８ 的棋盘第一格放 １ 颗

麦粒 ， 第二格放 ２ 颗麦粒 ， 第三格放 ２
２

颗麦粒 ， 第 四

格放 ２
３

颗麦粒… … 以此类推 ，放满棋盘需要 多少颗

麦粒 ？

中世纪意 大 利 数学 家 斐 波那 契 在 求 解 此 问 题

时 ，先算 出 棋盘第 １ 、 ２ 行的麦粒数之和 ，再加上 １ 颗

麦粒 ， 得ｌ ＋ ２ ＋ ２
２

＋ ２
３

Ｈ


ｈ ２
１ ５

＋ ｌ 
＝

６ ５ ５ ３ ６ ， 将这

６ ５ ５ ３ ６ 颗麦粒装人一个箱子 ， 再将 ６ ５ ５ ３ ６ 个这样 的

箱子放进一座房子 ， 再将 ６ ５ ５ ３ ６ 个这样 的房子放进

一座城市 ， 再将 ６ ５ ５ ３ ６ 个这样 的城市所含 的 麦粒数

减去 １ ， 即为棋盘上所有麦粒数之和 ．

（ １ ） 我们发现 ：
１ ＋ １ 

＝

２ Ｘ ２
°
＝

２
１

，

１ ＋ １ ＋ ２ 

＝
２ Ｘ ２

＊

＝
２

２

，

ｌ ＋ ｌ ＋ ２ ＋ 
２
２
＝

２ Ｘ ２
２
＝

２
３

，

ｌ ＋ ｌ ＋ ２ ＋ ２
２

＋ ２
３
＝

２Ｘ ２
３
＝

２
＇

，

根据 以 上等式 ， 体会斐波那 契 在求解棋盘 问题

时加上 １ 颗麦粒的作用 ， 并将 ｌ ＋ ２ ＋ ２
２

＋ ２
３

Ｈ １

２
１ ５

＋ １ 表示成有理数指数幂的形式 ．

（ ２ ）试求棋盘第 ３ 、
４ 行 ，第 ５ 、 ６ 行 ，第 ７

、 ８ 行 的麦

粒数之和分别是第 １
、 ２ 行的麦粒数之和的多少倍 ．

（ ３ ）结合 （ １ ） 、 （ ２ ） ， 求 出 棋盘上所有行 的 麦粒数

之和 ． 如 果 令 ． ｒ
＝

２
１ ６

， 能 否 得 到 更 一 般 的 等 式 并

证明 ？

参考 答 案 ：
（ １ ）２

】 ６—
１

；（ ２ ）２
１ ６

， ２
３ ２

， ２
４ Ｓ

；（ ３ ）

（ ２
１ ６

１ ）
？

（ １ ＋ ２
， ６

＋ 
２

３ ２

＋ ２
４ ８

）

＝
２

６ ４－
１

 ；（ ．ｒ １ ）
？

（ ｌ ＋ ．ｒ＋ ｘ
２

＋ ．ｒ
３

）
＝

．ｒ
Ｊ

１ ．

设计意 图 ： 学生通过 阅读 ， 能够 了 解运算法则进

行正确运算 ， 并能够在熟悉 的数学情境 中 ，根据 问题

的特征形成合适 的运算思路 ，从而解决问题 ． 本题侧

重于培养学生 的数学 阅读能力 ， 能够在关联 的 数学

运算 中抽象 出 一般 的数学概念 和规则 ， 并能够将 已

知 的数学命题推广到更一般的情形 ．

练 习 ４ 著名 数学家纳皮尔花费 了 毕生 的精力

造 出 了历史上第一张解决两个正数的乘 、 除 、乘方 以

及开方运算 的对数表 ， 从而使许许多 多从事 繁复计

算 的数学家大大减轻 了 劳动 ． 对此 ， 法 国著名数学家

拉普拉斯评价道 ：

“

因 为 省 事 省 力 ， 对数倍增 了数学

家的寿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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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ＩｎＮ Ｎ

０ ． ００ ０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００ ０ １ １ ．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

０ ． ９ ９ ９ ８ ２ ． ７ １ ７ ７ ３ ６

０ ． ９ ９ ９ ９ ２ ． ７ １ ８ ０ ０ ８

１ ． ０ ０ ０ ０ ２ ． ７ １ ８ ２ ７ ９

１ ． ００ ０ １ ２ ． ７ １ ８ ５ ５ １

１ ． ０ ０ ０ ２ ２ ． ７ １ ８ ８ ２ ３

… …

１ ． ９ ９ ９ ７ ７ ． ３ ８ ６ ８ ２ ８

１ ． ９ ９ ９ ８ ７ ． ３ ８ ７ ５ ６ ７

１ ． ９ ９ ９ ９ ７ ． ３ ８ ７ ５ ７ ９

３ ． ０ ０ ０ １ ２ ０ ． ０ ８ ７ ５ １

… …

表 １ 是一张相邻两个数之间 的 间 隔 足够小 的对

数表 ，其第一列 相邻两个数 的差均 为 ０ ．０ ０ ０ １
， 第二

列相邻两个数 的 商均 为 １
．０００ １

， 请借助该表 ， 计算

下列算式的结果 ：

（ １ ） ２ ．７ １ ８ ０ ０ ８Ｘ２ ．７ １ ７ ７ ３ ６
；（ ２ ）２ ０ ． ０ ８ ７ ５ １＋ ７ ．

３ ８ ７ ５ ７ ９ ．

参考答案 ：

（ １ ） ｌ ｎ（ ２ ．７ １ ８ ０ ０ ８ Ｘ ２ ．７ １ ７ ７ ３ ６ ）
＝

 ｌ ｎ ２ ．７ １ ８ ０ ０ ８＋

ｌｎ２ ．７ １ ７ ７ ３ ６
＝

１ ．９ ９ ９ ７
， 所 以 查 表 可 得２ ．７ １ ８ ０ ０ ８Ｘ

２ ．７ １ ７ ７ ３ ６ 

＝
７ ．３ ８ ６ ８ ２ ８

；

（ ２ ） ｌｎ （ ２ ０ ．０ ８ ７ ５ １＋ ７ ．３ ８ ７ ５ ７ ９ ）
＝

ｌ ｎ２ ０ ‘０ ８ ７ ５ １
—

ｌｎ７ ．３ ８ ７ ５ ７ ９
＝

１ ．０ ０ ０ ２ ， 所 以 查 表 可 得２ ０ ．０ ８ ７ ５ １＋

７ ．３ ８ ７ ５ ７ ９ 

＝
２ ．７ １ ８ ８ ２ ３ ．

设计意 图 ： 本题用对数发 明者纳皮尔 的史料 ， 介

绍历史上数学 家为
“

如何进行 更一般大数 目 的乘 、

除 、乘方 、开方运算
”

问题所作 的卓越贡献 ，让学生体

验
“

对数表
”

蕴含的对数运算性质是如何把更一般大

数 目 的乘除运算化归 为 简单快捷 的加减运算 的 ． 使

学生再次深刻感受 １ ６ 世纪数学家遇到 的苦恼 ， 从而

使其关于对数运算性质 的 理解学 习 真正得 以 发生 ，

同 时也使对数运算性质 的证 明 水 到 渠 成 ． 本题利用

对数表
“

对来对去
”

的计算过程 ， 使学生感知
“

对数
”

名称 中
“

对
”

的深刻 内 涵 ． 并借助 编制
“

对数表
”

使学

生体会其 中蕴含 的对数运算性质 以及其与指数运算

性质 的 内 在联系 ．

３
． ３ 科学设计 应 用 性 问题 ， 培养学生数 学运算

能力

高 中 阶段 的数学运算 ， 远不是加 减乘除那样 简

单 ，其中涉及数据处理的许多技巧 ，涉及丰富 的逻辑

思维 的运用 ． 从教材 出 发 ， 选取 、 改编或 创设贴近 生

活实际 的情境 ， 引 导学生观察品 味生活 ， 提高学生运

用所学知识解决实 际 问 题的 能 力 ， 进而 提高 学生 的

数学运算能力 ， 还让学生 了 解到数学 与社会发展 的

相互关系 ， 领略数学的应用价值 ．

练 习 ５ 在化学 中 ， 溶液 的 ＰＨ （ 用 于描述溶液

的酸碱性强弱程度 的量 ， 通常在 〇
￣

１ ４ 之间 ）是基于

常用对数来计算 的 ． ｐＨ 的 １ 个差 异 表示 着溶 液 中

氢离子浓度 ［
Ｈ

＋

］ 的 １ ０ 倍变化 ， ｐＨ 与 氢离子浓 度

［
Ｈ
＋

］ 间 的关系 可 以 用 ＰＨ
＝
—

ｌｇ ［
Ｈ

＋

］表示 ， 其 中

氢离子浓度 ［
Ｈ

＋

］ 的单位是 ｍｏ ｌ／ Ｌ ．

（ １ ） 若 某 溶 液 中 氢 离 子 浓 度 ［
Ｈ

＋

］ 为 ０ ． ０ ０ ０ １

ｍｏ ｌ／ Ｌ ， 求该溶液 的 ｐ
Ｈ

；

（ ２ ）若某溶液 的 ｐＨ 为 ２ ．５ ， 求溶液 中 氢离子浓

度 ［
Ｈ

＋

］ ；

（ ３ ） 若定 义溶液 的 ｂＨ ＝
 ｌ ｏｇ２ ［

Ｈ
＋

］ ， 求 某 中

性溶液 （ 即 ｐ
Ｈ 

＝
７ ） 的 ｂＨ ． 并通过查找资料 ， 试着解

释基于常用对数来描述溶液酸碱性 的原 因 ． （结果精

确到０ ．Ｉ ， ｌｇ ２？ ０ ．３ ）

参 考 答 案 ： （ １ ）ｐＨ
＝
—

 ＩｇＯ ．０ ００ １
＝

４ ． （２ ）

－

ｌｇ ［
Ｈ

＋

］
＝２ ．５￥［

Ｈ
＋

］

＝１ ０
２ ． ５

． （３）ｂＨ＝

ｌ〇ｇ２ ［
Ｈ

＋

］ 

＝ 

ｌｇ

＾
］
＝

＾
＾ ２ ３ ．３ ，原因 是 ， 日 常

生活 中用 的数字是十进制的 ， 大数也常用科学计数法

表示 ， 以 １ ０ 为底的对数相对较为常用 ； 若基于 以 ２ 为

底 的对数来计算 ， ｂＨ 在 ０
￣

４ ６ ．６ 之 间 ， 范 围 过于宽

泛 ，且 中性溶液的 ｂＨ 是无理数 ，不便于计算 ．

设计意图 ：结合数学文化 ，适 当加入对数在其他

科学领域所起到 的作用 ， 感受对数简化运算 的作用 ．

通过对题 目 数据的提取 ， 运用对数 的运算性质与换

底公式进行计算 ， 培养学生 的数学运算能力 ． 而小问

（ ３ ） 的书面开放题 ， 通过对数据 的综合分析 ， 推导 出

与生 活相关的结论 ， 让学生充分体会对数在生 活 中

的重要作用 ，体会对数的应用价值 ．

练 习 ６ 拓展 阅读 回答 ：

你知道一张纸对折 １ ０ ０ 次有多厚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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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是一张非常大 的纸 ， 可 以无限次对折 ． 以

８ ０ 克胶版纸为 比例 ， 它 的标准厚度 为 〇 ．０ ７ ６ ６ 毫米 ．

每对折一次 ， 这张纸的厚度都会翻倍 ．

请问 ：
（ １ ） 当这 张纸对折多少 次时 ， 其厚度超过

姚明 的高度 （ ２ ．
２ ６ 米 ） ？

（ ２ ） 当这张纸对折多少次时 ， 其厚度超过珠穆朗

玛峰 的高度 （ ８ ８ ４ ８ 米 ） ？

（ ３ ） 当这张纸对折 １ ０ ０ 次时 ， 其厚度约为多少光

年 ？ （结果精确 到 ０ ． １ 亿 ） （光年是指光在宇宙 真空

中 沿直线 传播 了 一年 时 间 所经 过 的 距 离 ， 约 为 ９ ．

４ ６ ０ ７ Ｘ １ ０
１ ２

千米 ）

（ ４ ）事 实 上 ， 以 上 推理是 不 符合 实 际 的 数 学推

理 ． 因 为如果纸是正方形 ， 边长为 １ 米 ，厚度为 Ａ 米 ，

当折叠一次 的时候 ， 折叠边长不变 ， 厚度为 ２ ／ｉ 米 ， 折

叠两次 的 时候折叠边 长 为原来 的
＂

Ｉ

■

， 厚度变为 ４ ／ ｉ ，

就这样折叠下去 ， 可 以 推 出 ： 当折叠 《 次 时 ， 厚度变

为 ２
＂

／ ！ 米 ， 当 折 叠 次 数 〃 为 偶 数 时 ， 折 叠 边 长 为

广
米 ， 当 折 叠 次 数 ｗ 为 奇 数 时 ， 折 叠 边 长 为

（音 ）

＾

米 ， 当 《 ＞
吾 （

１ 〇＆
＋ 

—

１

）

时 无法折叠 ． 那

么 ，

一张边长为 １ 米 的正方形 ８ ０ 克胶版纸最多能够

对折多少次呢 ？

参考答案 ： （ １ ） １ ５ 以 ２ ） ２ ７
； （

３ ） １ ０ ２ ．６ 亿光年 ；
（ ４ ）

９ 次 ．

设计意 图 ： 本题小 问 （ １ ） 、小 问 （ ２ ）通过简单的运

算 ， 学生能够准确 列式计算 ， 找 到 解决 问题 的方法 ．

小 问 （ ３ ） 培养学生大数据 的 运算 能力 和不 同计量单

位之间 的转换能力 ． 小问 （ ４ ）指 出数学理论推理和实

际不一定符合 ， 还需 要考虑更 多 的 因 素 ， 再结合实

际 ， 重新考虑 ， 会得到怎样 的结果 ，让学生学会反思 、

总结和拓展 ． 本题 以提 出 问题的方式 ，激发学生学 习

数学 的兴趣 ， 尝试用熟悉 的数学 内 容进行正确 运算

并去思考 ，从而解决问题 ． 题 目 既引 导学生感悟数学

的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 ， 又促进学生 的实践能力 ．

３ ． ４ 巧妙设计启 发性 问 题 ， 发展学 生 逻辑推理

能 力

单元作业 中 ，

一定要有能让学生应用数学概念

的 问题 ，促进学生的理解 ， 如果没有高质量 的 问题让

学生独立思考 、独立解决 ， 学生对概念 的理解 只能停

留在表面 ，难 以达到深刻理解 ． 单元作业还要体现一

定 的思维量 ， 如果没有一定 的思维量 ，达不到理解本

质 的 目 的 ． 只有完成涉及概念本质且有 一定思维深

度 的 问题 ， 才能促进学生对数学概念本质 的理解 ．

练 习７设 ａ ， ＿ｒ ，
：ｙ６ Ｒ ， 定义

（ １ ）求
２ （ ２ ＊ ３ ） 的值 ；

（ ２ ） 判断下列结论是否成立并证 明 ：

结论①ａ （ ．ｒ
＊
ｙ ）

＝

ａ （ ｙ

＊ｒ ） ；

结 ｉ仑？ａ ｛ ｛ ．ｒ
＊

ｙ ）
＊

ｚ ）
＝

ａ （ ．ｒ
＊（ ｙ

＊ ｚ ） ） ；

结论③ａ （ ．ｒ
＊
（

：ｙ
＋ ２： ） ）

＝

ａ （ ．ｒ
＊

 ：ｙ
） ＋ ａ （ ．ｒ

＊２ ｒ ） ．

参考答案 ： （ １ ） ３ ２ ．（ ２ ） 结论① ：
ａ （ ．ｒ ＊

３〇
＝

Ｇ
ｒ

 ？

＝

（＾
．

ａ
．
ｒ

＊
 ．ｔ ） ，成立 ． 结论 （ （ ．ｒ ＊

：ｙ ）
＊ ２ ） 

＝

（ ａ
ｒ

？
ａ

ｙ

）
？

ａ：
—

ａ
ｒ？

｛ ａ
ｙ？

ａ
：

）
＝

ａ（ ．ｒ
＊（

． ｙ

＊
ｚ ） ） ，^

立 ． 结 论 ③ ： 取 ＜２
＝
２ ， １

＝
１ ， ３

；

＝
２

， ２
＝

３
， 得

ａ （ ．ｒ ＊（ｙ＋ ？ ） ）
＝

２ （ ｌ ＊（ ２＋ ３ ） ）
＝

２
ｌ？２

５
＝

２
６
＝

６ ４ ，

ａ （ ．ｒ
＊

３
１

） ＋ ａ （ ．ｒ 
＊ｚ ） 

＝
２

＇＊ ２
２

＋ ２
＇？２

３
＝

２ ４ ，

设计意 图 ： 对结论① 、结论② 的设计 ， 通过定 义

新的数学符号 ，学生在原有熟悉 的数学 内 容基础上

正确进行运算 ， 通过运算验证简单 的数学结论 ，并进

行类 比推理 ， 掌握命题的证 明方法 ． 对结论③的设计

是让学生 能够通 过举反例说 明 某些数学结论不 成

立 ． 本题培养学生 的数学 阅读能力 ， 借助数学 阅读 ，

充分认识数学符号 、数学语言 的表达形式 ，锻炼数学

语言的理解力 和表达力 ， 建立 良好的数学语言系统 ，

能够 自 主地运用数学语言解决一些数学问题 ．

练 习 ８ 简答 ： （ １ ） 已 知 ａ 

＝
１ ０

ｐ
， ６
＝

１ ０
＂

，试从幂

指数的角度探索 ６ 是 ａ 的 多少次方 ．

（ ２ ） 已 知 ａ
＝

１ ０＇ ６
＝

１ ０
＂

， 试从对数 的 角 度探索

６ 是 ａ 的多少次方 ．

参考答案 （ １ ０
／

，

）

，＝
１ ０

Ａ，＝
（ １ ０

ｆ
，

）

／
，

＝
６
ｐ

；（ ２ ） ａ
＝

１ ０
ｐ ＝＞

／
） 

＝
 ｌｇａ ， ６

＝
１ ０

，

， ＝＞
ｇ
＝

ｌ ｇ６ ？ Ｓ ：

６

＝

ａ
＇ ＇

■

， 则故 ．

ｌｇａｐ

设计意 图 ： 在学 习 了 幂指数与 对数 的相关概念

与运算性质后 ， 可 以感受到指数式 与对数式 的 相互

转化 ， 以不 同 的方式解决相 同 的 问题 ． 本题鼓励学生

尝试用不同 的思路求解 ，体会转化与化归 、 对立与统

一 的数学思想 ， 进一步提升逻辑推理 、数学运算等核

心素养 ．

３ ． ５ 分层设计人文性 问题 ，
促进学生 交流与反思

人文就是要关注人的文化 ，其核心是关心人 、尊

重人 ． 素养为本的数学个性化作业应 以人为本 ， 体现

人文关怀 ， 符合学生 的认 知 规律 、 成长规律 ， 才能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 ． 作业 内 容设计 中 努力 挖掘数学教

学 中 的人文资源 ， 渗透文化 内 涵 和生活积淀 ，让学生

在作业 中感受数学的价值 ， 领悟数学的基本精神 、思

想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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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交流与合作成 为 成功 的一大要素 ， 也成

为教育培养的 目 标之一 ． 设置交流型作业项 目 不仅

能够增强学生之 间 的交流 ， 还能够增强学生 之 间 的

关系 ， 营造 和谐 、 团结互助 的学 习 氛 围 ．

练 习 ９ 高
一新生人校 ， 我们 以 １ 表示每一天的

努力 ，
１ ． ０ １ 表示每天多努力 １ ％ ，

０ ．９ ９ 表示每天少努

力 １ ％ ，计算并 回答下列 问题 （结果精确到 ０ ． ００ １ ） ：

（ １ ） 分别计算 １
３ Ｓ ５

、
１ ．〇 １

３ ６ ５

、 〇 ．９ ９
３ ６ ５

的数值 ， 并 比

较三者的大小 ；

（ ２ ）

—年后 每 天 多 努 力 ２ ％ 的结果是 每天 多 努

力 １ ％ 的结果 的 多少倍 ？

（ ３ ）古人云 ：

“

积跬步 以 至 千 里 ， 积 怠惰 以 致深

渊 请结合 以 上两 问 ，谈谈 自 己 的想法 ．

参考答案 ： （ １ ） １

３ Ｉ ； ５
＝

１
，
１

．〇 １

３ ６ ５

？ ３ ７ ．７ ８ ３ ， ０ ．９ ９
３ ６ ５

？ ０ ．０ ２ ６ ，１ ＿０ １

３ ６ ５

＞ １

３ ６ ５

＞ ０  ．９ ９
３ ６ ５

．（ ２  ） 每 天 多 努 力

２ ％在一年 后 的结果是 １ ．０ ２
３ ６ ５

？ １ ３ ７ ７ ．４ ０ ８ ， 每 天 多

努力 １ ％ 的 结 果 是 １ ．〇 １

３ ６ ５

？ ３ ７ ．７ ８ ３ ，？

３ ６ ．４ ５ ５ ，

一年后每天 多 努力 ２ ％ 的 结果是每天 多 努

力 １ ％ 的结果 的 ３ ６ ．４ ５ ５ 倍 ． （ ３ ） 可 以 从 多个方 面谈

自 己 的想法 ， 比如 ， 想法 １
， 每天努力一点 点 ， 积少成

多 ，

一年后成果显著 ； 想法 ２ ， 从辩证 的 角 度 看 待学

习 ； 想法 ３ ， 从量变 到质变谈努 力 对学 习 的 影 响 ； 想

法 ４
： 从坚持这个角 度谈学 习 的持久性… …

设计意 图 ：设计本题 的 目 的 主要有 三个 ． 其一 ，

通过具体的幂指数运算 ， 培养学生 的数学运算能力 ；

其二 ， 通过对数据 的分析和整合 ，体会计算结果指数

式的级数增长 ， 为后续研究指数 函 数 的单调性做准

备 ；其三 ， 利用题 目 背景 ，进行德育渗透 ，体现数学学

科的德育特点 ． 此题 的 小 问 （ ３ ） 是 一个开放性 的 问

题 ，对于学生 的不 同答 案 ， 首先应该给予肯定 ， 在评

价时应根据不 同学生 的 回答进行不 同 层次 的评价 ．

但是题 目 主要是想 通 过对于特殊幂指数 的 计算 ， 体

会结果 的指数式级数增 长 ， 学生直观感受底 数 的 一

点点小 的变化可能 带来结果 的 极大差异 ． 这对学生

来说既是一次数学知识 的学 习 ， 也是一次感受德育

教育 的极好机会 ．

练 习 １ ０ 请在 以下选项 中选 出 你对
“

对数 的运

算性质
”

作用 的认识 （ 可 以 多选 ） ， 并解释你选择它 的

原因 （可 以举例说明 ） ．

Ａ
． 可 以将高级运算降级为低级运 算 ， 从而实现

运算 的快捷

Ｂ ． 可 以解决真数不是特殊值的对数的计算问题

Ｃ ． 可 以 用 已 知量来表 ７Ｋ未知量

Ｄ ． 我考虑过这个 问题 ， 但不清楚它 的作用

Ｅ ． 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

你 的选择是


， 你 的理 由是


■

设计意图 ：大多数学生 只是形式化地死记对数

运算性质 ，形式化地套用它解决相关 问题 ， 而对其具

有 的能够
“

将乘除运算 降级为加减运算 ，将乘方开方

降级为乘除运算
”

的本质却远远认识不够 ． 大部分学

生在对数运算性质 的理解上仅停 留 在 表面 ， 即他们

能利用对数运算性质解决相关计算 ， 却 不会证 明性

质 ， 也不理解其功能 ，更不 了解其与指数运算性质的

内 在联 系 ． 设计本题希望学生能够及时反思 ， 明 晰学

习
“

对数运算性质
”

的 目 的 ， 从而 从认知 的 单一结构

水平和多元结构水平 ， 达 到关联结构水平 和 扩展抽

象水平 ．

“

学数学而不练 ， 犹如人宝 山而空返 这句话形

象地描述 出 数学作业 的 重要性 ． 作业作 为课堂学 习

的延续和发展 ， 是学生学 习 反馈和教师教学效果 的

重要体现 ． 它能帮 助学生 开 阔视野 ， 活跃思想 ， 发 展

兴趣 ， 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 和掌握课堂所学知识 ， 训

练应用数学知识 的技 能 、 技 巧 ， 发展思维 能力 ， 养成

良好的数学意识 ．

在进行单元作业设计时 ， 应着重于单元整体 的

视角 ． 设计本单元的核心例题和 习 题 ，并 阐 明这些例

习题实施过程 中要重视 的关键要素 以及教育教学价

值 ． 通常 ， 课堂例题与教学 内 容具有一定 的 对应性 ，

层次合理 ， 以 达到巩 固 和深化理解 的效果 ． 课堂练 习

则既有巩 固检测课堂学 习效果的 由 低到高不 同层次

的基础性训练 问题 ， 也有 与前面所学相关 内 容相关

联 的具有适 当能力 要求 的综合性 问 题 ， 还 可 能有 对

即将学 习 的 内 容进行先导 的发展性 问题 ． 在进行单

元作业设计时 ， 应从单元整 体思考并设计层 次合理

的训练问题 ， 力 图 突 出 整个单元主要 的数学思想方

法 ， 帮助学生整体提升数学核心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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