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中数学二次函数知识点总结(优
秀5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那关于总结格式
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初中数学二次函数知识点总结篇一

在二次函数教学中，根据它在初中数学函数在教学中的地位，
细心地准备《二次函数》的教学，教学重点为二次函数的图
象性质及应用，教学难点为与二次函数的图象的关系。根据
反思备课过程和讲课效果，感受颇深，有收获，也有不足。

本章的教学是我对选题有了进一步认识，要体现教学目标，
要有实际意义。要体现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有利于学生
分析。如为了帮助学生建立二次函数的概念，从学生非常熟
悉的正方形的面积的研究出发，通过建立函数解析式，归纳
解析式特点，给出二次函数的定义.建立了二次函数概念后，
再通过三个例题的分析和解决，促进学生理解和建构二次函
数的概念，在建构概念的过程中，让学生体验从问题出发到
列二次函数解析式的过程.体验用函数思想去描述、研究变量
之间变化规律的意义.教学主要从“抛物线的开口方向、对称
轴、顶点坐标、增减性”循序渐进，由特殊到一般的学习二
次函数的性质，并帮助学生总结性的去记忆。在学习过程中
加强利用配方法将二次函数一般式化顶点式、判断抛物线对
称轴、借图象分析函数增减性等的训练。这部分内容就是中
等偏下的学生容易混淆，还需掌握方法，加强记忆，强调必
须利用图形去分析。通过教学，让学生对建模思想、图形结
合思想及分类讨论思想都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学会了分析问



题的初步方法。

本章中二次函数上下左右的平移是我觉得上的比较成功的一
部分，主要是借助多媒体，动态的展示了二次函数的平移过
程，让学生自己总结规律，很形象，便于记忆。

在学习了二次函数的知识后，我们尝试运用于解决三个实际
问题.问题是根据实际问题建立函数解析式并学习如何确定函
数的定义域;问题二是根据二次函数的解析式，分析二次函数
的性质，并通过画函数图像检验作出的分析和判断是否;问题
三是综合应用一次函数、二次函数的知识确定函数的解析式
和定义域，并尝试解决销售问题中最大利润的问题;通过这三
个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让学生初步体会二次函数在实际生活
中的运用，再次感悟数学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

教学中，我自认为热情不够，没有积极调动学生学习热情的
语言，感染力不足。今后备课时要重视创设丰富而风趣的语
言，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总之，在数学教学中不但要善于设疑置难，而且要理论联系
实际，只有这样，才会吸引学生对数学学科的热爱。

初中数学二次函数知识点总结篇二

本课是二次函数的图像和性质发展的必然结果，实现了与前
面二次函数定义的呼应，使学生心中的困惑得到了最终的解
释，通过图像和配方描述一般形式的二次函数的性质是本课
的重点，最终达到不同二次函数表达式融会贯通，学习本课
的基础在于对一元二次方程配方法和对形如顶点式的函数图
像与性质的熟练掌握，纵观整个课堂及效果，我觉得有以下
两个好的方面值得继续保持。

1、夯实了本课学习的基础。从一元二次方程配方的回顾学习
到顶点式函数图像性质的回顾研究入手，为二次函数一般形



式的图像性质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本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
障。

2、本节课我注重学生探索中发现规律，培养学生归纳总结知
识的习惯，这样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体现了学生的主
体地位，整洁课堂学生都参与其中，检测的效果也很好，有
这样一句话：“没有学生的课堂，讲的再精彩也是徒劳”，
但是这节课我个人感觉学生都在课堂，几个例题难度适中，
学生通过配方准确无误的找出了对称轴、写出了顶点坐标。

一堂精彩的课堂是教不出优秀的学生的，只有做到堂堂都能
像今天的课堂这样的效果，学生才能学得轻松，教师才能教
的轻松，这才是现代教育提倡的课堂。所以接下来的日子自
己备课不但要在知识上下功夫，更多的我想应该去备学生，
要在备课之余在自己的心理上一堂课，从中发现不足，进而
改进，力求达到课堂效果的最优化，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学习
的乐趣，让他们愿意去学习。

《二次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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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二次函数知识点总结篇三

这节课明显是要让学生明白什么是二次函数，能区别二次函
数与其他函数的不同，能深刻理解二次函数的一般形式，并
能初步理解实际问题中对定义域的限制。通过学生的讨论,解
决了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拓展应用题通过学生的展示讲解让
大部分学生基本掌握,使学生在原有知识的储备基础上很容易
迁移和接受了这些知识.这节课的重点内容放在“经历探索和
表示二次函数关系的过程，使学生获得了用二次函数表示变
量之间关系的体验。

在教学中我采用了体验探究的教学方式，在教师的配合引导
下，让学生自己动手作图，观察、归纳出二次函数的性质，
体验知识的形成过程，力求体现"主体参与、自主探索、合作
交流、指导引探"的教学理念。整个教学过程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前置性作业，前置作业是前一天发给学生的，主
要涉及如何作图、一次函数和反比例函数的性质等问题。我
的设计目的就上让学生在复习这些知识的过程中体会从函数
图像来研究函数性质的。应该说这样设计既让初四同学复习
了旧知又使他们体会到如何研究函数，从哪些方面研究函数，
从思维层面锻炼了学生的探究能力。第二部分是学习探究，
探求活动前先让一名同学读了学习目标，让大家带着目标去
探究。

整节课的流程可以这样概括：学生讨论问题——学生展示重
点内容——完善训练题讨论实际问题对自变量的限制——课
堂的小结，最关键的是我认为这符合学生的基本认知规律，
是容易让学生理解和接受的。

对于实际问题的选择，我将4个问题整和于同一个实际背景下，
这样设计既能引起学生兴趣，也尽量减少学生审题的时间，
显得非常有层次性，这些实际问题贯穿整个课堂的始终，使
整个课堂有浑然天成的感觉。



对于练习的设计，仍然采取了不重复的原则性，尽量做到每
题针对一个问题，并进行及时的小结，也遵循了从开放到封
闭的原则，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初中数学二次函数知识点总结篇四

课后查看了数学课程标准中对二次函数的要求：

1、通过对实际问题情境的分析确定二次函数的表达式，并体
会二次函数的意义。

2、会用描点法画出二次函数的图象，能从图象上认识二次函
数的性质。

3、会根据公式确定图象的顶点、开口方向和对称轴(公式不
要求记忆和推导)，并能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4、会利用二次函数的图象求一元二次方程的近似解。

发现并没有提到用顶点式来求二次函数的解析式，而且在后
面的几节课的教学中也没有要求用顶点式来求二次函数的解
析式。但是我认为新课标所提出的要求应该是对学生的最低
要求，它并不反对教师结合学生的实际对教材的重新处理。
并且从教学的反馈来看，加上了这3个练习学生能较好的理解
本课的教学目标，同时也能对前面所学的二次函数顶点的知
识加深印象。适应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何乐而不为。

初中数学二次函数知识点总结篇五

前天，教学了《二次函数》的第一课时。课堂上学生活跃的
思维、积极的发言、大家争抢着回答问题说明学生的学习是
有效的。从中，我感到了教学的魅力，更感到这样的魅力是
需要教师尽心准备、创造的。



这节课是在学生学习了一次函数、一元二次方程之后的二次
函数的第一节课。从课本的体系来看，这节课的知识目标，
学生在原有知识的储备基础上是很容易迁移和接受的。那么
这节课还有什么好设计的呢？……重新思索教材的编写意图，
发现课本这部分内容大部分篇幅是在讲三个实际问题，由此
引出了二次函数，我意识到这节课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经
历探索和表示二次函数关系的过程，获得用二次函数表示变
量之间关系的体验，从而形成定义”，有了这个认识，一切
就变得简单了！

整节课的教学流程概括如下：学生感兴趣的简单实际问
题——引出学过的一次函数——复习学过的所有函数形
式——设问：有没有新的函数形式呢？——探索新的问
题——形成关系式——是函数吗？——是学过的函数
吗？——探索出新的函数形式——概括新函数形式的特
点——将特点公式化——形成二次函数定义——练习巩固定
义特点——返回实际问题讨论实际问题对自变量的限制——
提出新的问题，深入讨论——课堂的小结。

这样一气呵成的设计，感觉上无拖沓生硬之处，最关键的是
我认为这符合学生的基本认知规律，让学生亲自经历探索和
概括的过程，从而形成新知识。

1、对于实际问题的选择，我将4个问题整合于同一个实际背
景下，这样设计既能引起学生兴趣，也尽量减少学生审题的
时间，显得很有层次性，这些实际问题贯穿整个课堂的始终，
使整个课堂有浑然天成的感觉。

2、对于练习的设计，尽量做到每题针对一个问题，并进行及
时小结，也遵循了从开放到封闭的原则，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3、最后讨论题的设计和提出，我设计了一个探索性的问题：
假如你是果园的主人，你准备多种几棵？这里我并没有提出
最大最小值的问题，但是所有的学生都能理解到，这是数学



的魅力。这个问题是整节课的一个高潮和精华，对学生的解
答，不论对错，不论全面还是有所偏颇，我都给予肯定。事
实证明：只要教师给了足够的空间，学生总能从各方面进行
思考和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