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重点】

指数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教学难点】

指数函数的图象、性质与底数a 的关系.

【教学方法】

本节课主要采用讲练结合和小组合作的教学方法.本节课由生活中的真实

例子导入新课,引入指数函数的定义,并通过一组练习帮助学生理解指数函数

的定义.通过列表、描点、连线得到指数函数的图象后,启发学生充分利用函

数的图象来研究函数的性质.在得到一些具体的函数图象后,利用GeoGebra

软件作图,探索一般指数函数的性质.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

导
 
入

 一种放射性物质不断变化为其他物

质,每经过一年剩留的质量约是原来

的84%.试写出这种物质的剩留量随

时间变化的函数解析式.

 教师分析解题的过

程,得到y=0.84x.

 通 过 实 例 引 入,

让学生得到指数函

数的一些特征,从

而有 了 感 性 认 识.

新
 
课

 一、指数函数的定义

 一般地,函数

y=ax(a>0且a≠1,x∈R)

称为指数函数.其中x 是自变量,定

义域为R.

 探究1 y=2×3x 是指数函数吗?

 教师板书课题,在

“导入”中问题的基

础上,引导学生归纳

出指数函数的定义.

 教师强调指数函数

的解析式y=ax 中,

ax 的系数是1.

 借助实例,归纳

出这种自变量在指

数位置上的函数.

4.1.2 指数函数

【教学目标】

1.了解指数函数的定义,理解指数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2.能利用数形结合的方法解决相关问题.

3.通过分析图象,归纳指数函数的性质,提升逻辑推理的核心素养.



续表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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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2 为什么要规定a>0,且

a≠1呢?

(1)若a=0,则当x>0时,ax=

0;当x≤0时,ax 无意义.

(2)若a<0,则对于x 的某些数

值,可使ax 无意义.

 如 (-2)x,这 时 对 于 x=
1
4
,

x=
1
2
,…,等等,在实数范围内函

数值不存在.

(3)若a=1,则对于任何x∈R,

ax=1,是一个常量,没有研究的必

要性.

 为了避免上述各种情况,所以规定

a>0且a≠1.

 在规定以后,对于任何x∈R,ax

都有意义,且ax>0.因此指数函数

的定义域是R,值域是 (0,+∞).

 练习1 指出下列函数哪些是指数

函数:

(1)y=4.3x; (2)y=πx;

(3)y=0.3x; (4)y=x3.

 二、指数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分别作出

函数y=2x 和y=
1
2

æ

è
ç

ö

ø
÷

x

的图象.

(1)列表:略.

 学生分组合作探究

教师提出的问题.教

师在学生分组探究的

过程中要适当指导.

 教师指出:学习指

数函数是为了更好地

利用函数的性质,而

研究函数性质的一个

直观办法是通过函数

 对a 的规定,学

生容易忽略,问题

的提出让学生学会

思考,理解为什么

这样规定,以加深

学生的印象,从而

把新旧知识衔接得

更好.

 强化学生对指数

函数定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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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描点:略.

(3)连线:略.

1

1
2
3
4
5
6
7
8
9

�1�2�3 2 3O

y
y=2x

y= 1
2(

(x

x

 练习 2 作 函 数 y=3x 与y=

1
3

æ

è
ç

ö

ø
÷

x

的图象.

 探究3 观察y=2x,y=
1
2

æ

è
ç

ö

ø
÷

x

,

y=3x 与y=
1
3

æ

è
ç

ö

ø
÷

x

的图象,找出图

象特征.

(1)图象向左、右方向无限延伸;

(2)图象在x 轴上方,向上无限

延伸,向下无限接近于x 轴;

(3)图象都经过点 (0,1);

(4)a=2或a=3时,从左向右看

图象逐渐上升;

 a=
1
2

或a=
1
3

时,从左向右看图

象逐渐下降.

的图象来研究,那么

指数函数的图象是怎

样的? 如何作指数函

数的图象呢?

 教师引导学生通过

列表、描点、连线得

到指 数 函 数 y=2x

的图象.重 复 列 表、

描点、连线的步骤,

在同一坐标系中完成

指数 函 数y=
1
2

æ

è
ç

ö

ø
÷

x

的图象.

 请学生分组完成练

习2,教师适当指导.

 教师提问:指数函

数 y = 2x,y =

1
2

æ

è
ç

ö

ø
÷

x

,y=3x 与y=

1
3

æ

è
ç

ö

ø
÷

x

的图象有什么

共同的特征? 又有哪

些不同?

 让学生完成作图

过程,从作图过程

中加深对指数函数

的感性认识.

 为了得到指数函

数的性质,引导学

生观察四个函数的

图象特征,从而容

易归纳得出指数函

数的性质,这遵循

了认识的一般规律,

学生很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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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1)“图象向左、向右方

向无限延伸”揭示了 “函数的定义域

为R”;

(2)“图象在x 轴上方,向上无限

延伸,向下无限接近于x 轴”揭示

了 “函数的值域为 (0,+∞)”;

(3)“图象都经过点 (0,1)”揭

示了 “当x=0时,ax=1”;

(4)“a=2或a=3时,从左向右

看图象逐渐上升;a=
1
2

或a=
1
3

时,

从左向右看图象逐渐下降”揭示了

“当a>1时,指数函数是增函数;

当0<a<1时,指数函数是减函数”.

 下表总结了指数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a的

范围
a>1 0<a<1

图象
y=1

x 

y 

(0,1) 

O 

y=1

x 

y 

(0,1) 

O 

定义

域
R

值域 (0,+∞)

定点 (0,1)

单调

性

增函数 减函数

x≥0时,y≥1;

x<0时,0<y<1

x≥0时,0<y≤1;

x<0时,y>1

 练习3 (1)对于指数函数y=ax,

当    时,函数是增函数;当

 教师提问:你能用

学过的数学语言来表

示这些函数的性质吗?

 教师引导学生用数

学语言来表示这些函

数的性质.

 师生共同完成该表

的填写.

 学生独立作答.

 锻炼学生的口头

表达能力以及自然

语言与数学语言的

转化能力.

 帮 助 学 生 梳 理、

总结指数函数的图

象、性质及其关系.

 设置本练习的目

的是进一步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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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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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函数是减函数.

(2)若函数f(x)=(a+1)x 是减

函数,则a的取值范围是     .

 例1 用指数函数的性质,比较下

列各题中两个值的大小:

(1)1.72.5和1.73;

(2)0.8-0.1和0.8-0.2.

 解 (1)考察函数y=1.7x,它在

实数集上是增函数.

 因为2.5<3,所以1.72.5<1.73.

(2)考察函数y=0.8x,它在实数

集上是减函数.

 因为-0.1>-0.2,所以0.8-0.1<

0.8-0.2.

 练习4 比较下列各题中两个值的

大小:

(1)0.70.8  0.70.7;

(2)1.1-2.1   1.1-2;

(3)如果2n<2m,则n  m.

 例2 已知实数a,b满足 3
7

æ

è
ç

ö

ø
÷

a

>

3
7

æ

è
ç

ö

ø
÷

b

,试判断6a 与6b 的大小.

 教师强调:对于比

较幂值大小的问题,

若是底数相同,则可

以构 造 一 个 指 数 函

数,用指数函数的单

调性来解决.

 学生画图验证.

 用指数函数的单调

性比较完大小之后,

教师引导学生用函数

的图象或计算器检验.

 学生解答.

 教师适当指导.

 教师引导学生利用

指数函数的性质解决

问题.

生对指数函数性质

的掌握.

 构造指数函数来

比较 两 值 的 大 小,

并让学生采用不同

的途径来进行检验,

这样既巩固了指数

函数的单调性,又

锻炼了学生数学思

维的灵活性.

 本题比例1的难

度稍大,进一步帮

助学生巩固指数函

数的单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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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因为函数y=
3
7

æ

è
ç

ö

ø
÷

x

在实数集

上是减函数,所以由 3
7

æ

è
ç

ö

ø
÷

a

> 3
7

æ

è
ç

ö

ø
÷

b

可知a<b.

 又因为y=6x 在实数集上是增函

数,所以

6a<6b.

 

小
 
结

 1.指数函数的定义.

 2.指数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3.指数函数的应用:比较大小.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

本节主要内容,深入

理解 指 数 函 数 的 概

念、图象与性质.

 简洁明了地概括本

节的重要知识,学

生易于理解、记忆.

作
 
业

 1.书面作业

 必做题:本节练习A组第2题.

 选做题:本节练习B组第2题.

 2.计算机上的练习

 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画出函数

y=10x 与y=
1
10
æ

è
ç

ö

ø
÷

x

的图象,并指

出这两个函数各有什么性质以及它们

的图象关系.

 教师布置作业,学

生课后完成.

 针 对 学 生 实 际,

对课后书面作业实

施分层设置.

进一步引导学

生熟练利用数学软

件加深对相关知识

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