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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分析 

对于反比例函数图象及性质的研究与学习，尽管还处于函数学习的初级阶段，



但它所体现的函数学习的一般规律和方法，是继一次函数学习之后的再一次强化。

通过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研究反比例函数，这一探究的过程和方法，是学习初等

函数的必经之路。 

反比例函数图象和性质的学习，是继一次函数后，知识与方法上的一次拓展，

理解与认识上的一次升华，也是思维上的一次飞跃。图象由“一条”到“两支”，

形态由“直”到“曲”，由“连续”到“间断”，由与坐标轴“相交”到“渐近”，

无不反映出对函数概念本质属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和性质，蕴含着丰富的数学思想。首先，反比例函数图象

和性质，本身就是“数”与“形”的统一体。通过对图象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确

定函数本身的性质，体现了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这在学习数轴、平面直角坐标

系时，学生已经接触过，结合本课内容，可以进一步加强对数形结合思想方法的

理解，发挥从“数”和“形”两个方面共同分析解决问题的优势。其次，从本节

课知识的形成过程来看，由“解析式（确定自变量取值范围）”到“作图（列表、

描点、连线）”，再到“性质（观察图象探究性质）”，充分体现了由“数”到“形”，

再由“形”到“数”的转化过程，这种函数解析式及性质与函数图象之间的联系，

突出体现了两者间的转化对分析解决问题的特殊作用，是转化思想的具体应用。

再次，将函数中变量 x 、 y 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图象的形状、变化趋势，借助

平面直角坐标系和点的坐标，直观地予以呈现，这又充分体现了变化与对应的数

学思想。 

因此，学好本节课内容将为今后的函数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标准分析 

《标准》中对所选内容的要求 

能画出反比例函数的图象，根据图象和表达式𝑦 =
𝑘

𝑥
(𝑘 ≠ 0)探索并理解𝑘＞0

和𝑘＜0时，图象的变化情况。 

在初中阶段，此内容涉及的程度： 

1.结合具体情境体会反比例函数的意义，能根据已知条件确定反比例函数的

表达式。 



2.能画出反比例函数的图象，根据图象和表达式𝑦 =
𝑘

𝑥
(𝑘 ≠ 0)探索并理解

𝑘＞0和𝑘＜0时，图象的变化情况。 

3.能用反比例函数解决简单实际问题。 

 

教材对比分析 

人教版、华师大版、浙教版、北师大版以上四种版本教材的比较： 

各版本教材均是采用一般问题特殊化的处理方式，首先由具体函数解析式画

出函数图象,使学生经历了由数到形的转化,然后借助函数图象直观认识函数性

质，实现图形语言与文字语言的转换。人教版,举了四个例子：首先由
x

y
6

 和

x
y

6
 的图象得出反比例函数的形象及渐近性，然后由

x
y

6
 与

x
y

3
 、

x
y

6


与
x

y
3

 图象的共同特征归纳反比例函数的性质。北师大版举了六个例子：首

先由
x

y
4

 和
x

y
4

 的图象得出反比例函数的形象及位置，然后由
x

y
4

 、
x

y
2



与
x

y
6

 、
x

y
4

 、
x

y
2

 与
x

y
6

 图像的共同特征归纳反比例函数的增减性。

华师大版举了两个例子由
x

y
6

 和
x

y
6

 的图象得出反比例函数的性质。浙教版

首先由
x

y
6

 和
x

y
5

 的图象得出反比例函数图象的位置及对称性，然后由

x
y

8
 、

x
y

6
 、

x
y

5
 图像的共同特征归纳反比例函数的增减性。 

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 



教学目标 

1.会画出反比例函数
x

k
y  的图象了解其特征。根据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和解析式

探索并理解探索并理解𝑘＞0和𝑘＜0时，图象的变化情况及其性质。 

2.感悟“变化与对应”、“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发展几何直观。 

3.通过对反比例函数的定性和定量研究，使学生初步感受和理解研究函数的一般

方法。 

4.在探究活动中形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学会与人合作，学

会倾听、欣赏和感悟。 

教材重难点 

重点：会画出反比例函数的图象,理解反比例函数的性质。 

难点：准确画出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借助解析式定量分析反比例函数的性质。 

学情分析 

1.本节课是在已经学习了平面直角坐标系和一次函数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反比

例函数的图象和性质，学生具备研究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的一般方法知道研究函数的图

象和性质的一般程序，这对于学习反比例函数的图象和性质做出了良好的铺垫。 

2.同时反比例函数图象和性质的学习中，图象由“一条”到“两支”，形态由“直”

到“曲”，由“连续”到“间断”，由与坐标轴“相交”到“渐近”，这些对学生而

言是继一次函数后，知识与方法上的一次拓展，理解与认识上的一次升华，也是思维

上的一次飞跃，因此是学生学习的难点。 

3.借助解析式定量分析反比例函数的性质是建立在学生对式的运算准确的把握,

而对式的运算准确的把握学生有些薄弱，所以这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 

教学环节 师生活动 设计意图 

环节一 

回顾方法

确定过程 

 

问题 1 上节课我们结合具体情境体会了反比例函

数的意义，并能根据已知条件确定反比例函数的

表达式。今天我们来学习反比例函数  0 k
x

k
y

的图象与性质。回顾我们已学过的正比例函数，

我们是如何研究它的图象与性质的？这些方法怎

么用来研究反比例函数？ 

教师通过问题

引导学生类比已学

过的一次函数的图

象和性质的研究过

程，明确研究反比例

函数的图象及其性



1.对要研究地函数根据系数的取值范围进行分

类；  0 k
x

k
y









.k

,k

0

0
 

2.一般问题特殊化, 通过具体函数
x

y
1

 定性（图

象）、定量（解析式）两个角度研究性质。 

3.通过改变
x

k
y  中 k 的值，如分别取 k 为

661  ,, ，然后特殊问题一般化归纳性质。 

质的一般方法,从而

明确研究过程。 

 

环节二 

定量定性 

探究性质 

 

从抽象到具体才有助于进行探索,不妨一般问题

特殊化，具体研究反比例函数
x

y
1

 图象和性质。 

1.结合反比例函数
x

y
1

 的列表过程，猜想函数性

质。 

问题 

(1) 反比例函数
x

y
1

 中自变量的取值范围是什

么? 

0x  

(2)结合反比例函数
x

y
1

 的列表过程，你能发现

y 随 x 的变化规律吗? 

 

X … -3 -2 -1 1 2 3 … 

x
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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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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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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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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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得反比例函

数
x

k
y  函数值随自

变量 x 变化而变化的

规律，可以采用“一

般问题特殊化”的基

本策略,体会研究数

学问题的方法:虽然

特殊无法代替一般，

但是在众多特殊中

却蕴含着一般的规

律。 

我们通过画图

象，使反比例函数解

析式表示的函数关

系直观化，更易于学

生通过观察，得出函

数图象的“特征”

及函数的“性质”，

但由于这样得出的

结论，对“图形”的

依赖性过强，甚至形

成了“解析式—图

象—性质”的思维

定势，而忽视了数学

形式化的意义，也有

悖于“图形直观”

在研究函数问题中

的辅助性作用。我们



性质： 

①当 0x 时， 0y , y 随 x 的增大而减小,并且当

0x 无限增大时， y 的值越来越接近于 0但永远

不等于 0； 

②当 0x 时， 0y , y 随 x 的增大而减小,并且当

x 无限减小时，y 的值越来越接近于 0但永远不等

于 0； 

 

2.借助反比例函数 C的图象描述性质 

(1)请同学描出表格中的点的位置，观察在同一象

限内，点的位置从左至右是如何变化的,你能从中

得到变量 y 随 x 的变化规律吗? 

（观察点的位置分布、自左而右的变化趋势从而

描述函数的增减性） 

(2)并利用计算机展示
x

y
1

 的图象,请同学们完

成
x

y
1

 的图象的连线过程,借助图象描述函数的

性质。 

（借助计算机突破函数图象由直到曲这一难点，

由解析式和图象共同描述函数的增减性、渐进

性）。 

 

不能将对函数的认

识，完全等价于对其

图形的认识，应该把

“图形”与“解析

式”结合起来，同时

借助列表等手段，更

好地探究两个变量

之间“变化中的规

律性”。 

 

 

 

 

 

 

 

 

鼓励学生多思，多

问，综合使用函数定

义，结合列表，对函

数解析式代数结构

的分析，以及图象的

理解解决更深层次

的问题，深化学生对

函数概念，图象与性

质的理解。 

 

 

通过类比正比

例函数，引导学生观

察图象的形状、位

置、变化趋势，感受

“形”的特征，感受

自变量与函数值之

间变化与对应的关

系，使学生对反比例

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形成初步的印象。 



 归纳：
x

y
1

 的图象是位于一、三象限的两条曲

线（双曲线），在每一象限内图象自左至右呈下

降趋势，曲线越来越接近坐标轴，因此 y 随 x 的增

大而减小。 

(3)由解析式证明性质 

①若 210 xx  ,则
1

1

1

x
y  ,

2

2

1

x
y  , 

21 yy   =
21

11

xx
 =

21

12

xx

xx




0 ， 21 yy  。 

②若 021  xx ,则
1

1

1

x
y  ,

2

2

1

x
y  , 

21 yy   =
21

11

xx
 =

21

12

xx

xx




0 21 yy  。 

3.③若 21 0 xx  ,则 0
1

1

1 
x

y , 0
1

2

2 
x

y , 

21 yy  。 

 

 

环节三 

问题一般

化 

深入探究 

环节四 

总结归纳 

 

问题 3 是不是所有的反比例函数的图象都具有这

样的特征呢？ 

学生分组尝试改变
x

k
y  中 k 的值，如分别取

k 为 661  ,, 时画出反比例函数图象。 

教师演示课件，赋予不同的 k 值，观察所得到

的不同的反比例函数图象的特征，引导学生归纳

使学生经历从

特殊到一般的过程，

加强对反比例函数

图象“特征”和函数

“特性”以及它们之

间的相互转化关系

的认识。 

通过归纳，培养



“变化中的规律性”。然后，从解析式的角度，

引导学生分析上述结论的合理性。 

问题 4 总结反比例函数  0 k
x

k
y 图象的特征

与性质。 

学生抽象概括能力。 

 

环节四 

应用性质

解决问题 

例 （1）若点    21 23 y,B,y,A 点 在双曲线
x

y
6



上，则 ______21 的大小关系是与yy ； 

（2）你能在原题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也设计

一道题目吗？ 

学生可能会用到代入求值法，利用函数增减

性和利用函数示意图等方法。 

改编问题可能有如下方向：换 A、B点的横坐

标，同负，异号等；换 k 的值，取个具体的负值 k ; 

对程度较好班级，教师可进一步一般化为： 

若点    2211 ,,, yxByxA 点 在双曲线
x

k
y   0k

上，且 21 xx  ,则 ______21 的大小关系是与yy ； 

渗透分类讨论思想。 

 

开放性的问题，不同

同学可根据自身认

知水平设计不同问

题。培养孩子提出问

题的意识，也渗透数

学问题研究的一般

方向。 

环节五 

总结反思 

问题 5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你还有

什么疑问？ 

学生在回顾反比例函数图象和性质的同时，

再次体会研究方法，可能还有学生提出 k 对图象

的影响或是提出类比一次函数 bkxy  中 bk、

的几何意义，反比例函数中 k 的几何意义是什么等

通过梳理学习收获，

使学生对反比例函

数的图象与性质有

个较为整体全面的

认识，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鼓励学生大

胆提出自己的疑问，



问题。 可以深化对知识的

认识。 

教学设计说明 

反比例函数的性质是由其代数运算决定了的，但考虑到初中学生的认知水平，初

中阶段采取数形结合的方法研究其性质。 

希望通过本课时的教学，使学生在以下三方面认识有一定发展：1.深化函数概念

的认识，体会变化与对应。2.类比一次函数的研究，进一步感受研究函数的一般方法；

3.本课时设计的明线是借助图象研究反比例函数的性质，但切忌处理成操作层面的画

图技能，过度依赖图象，缺乏对函数代数结构的认识。在后续学习中，当学生碰到无

法画出函数图象或者高维空间问题时会束手无策。基于以上问题，本课时设计的暗线

是在教学的每个环节时刻注意引导学生体会函数，图象，性质三位一体的地位，引导

学生根据不同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感受自变量与函数值之间变化与对应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