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例四：  
 函数的不同表示方法：  
 表列、符号和图像（一）  
 
目     标  ：  1 .  探究数字规律  
  2 .  联系初中数列「输入－处理－输出」的概念与应变

量及独立变量的关系  
  3 .  从函数的图像、表列和符号方面来进一步理解函数

的基本概念  
 
学习阶段  ：  4  
 
学习单位  ：  函数及其图像  
 
所需教材  ：  工作纸、可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  
 
预备知识  ：  ( 1 )  使用代数符号代表数字  

( 2 )  理解代数语言并懂得代入法  
( 3 )  在直角坐标平面上绘画函数的图像  
( 4 )  理解函数的定义  

 
教学内容  ：  
 
1 .  教师与学生重温数列的概念，并派发工作纸，着学生完成问题 1。 

 
2 .  教师待学生完成后，说明数列的项数与项值之间的关系可透过

数字机的运作方式来模拟，并藉此讲解「输入－处理－输出」

的概念。由此，与学生重温函数的概念，并与学生讨论问题 1
中的数列：  
( a )  项值是否项数的函数？  
( b )  该函数的代数式是甚么？  
( c )  该函数的输入值有没有限制？  

 
3 .  教师由数列输入值的限制，带出一般高中常见函数都以实数为

输入值的分别，并要求学生完成工作纸之问题 2 ( a ) - ( c )及问题
3 ( a ) - ( c )。教师与学生总结工作纸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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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教师说明两个量（即问题 2 和问题 3 中的 x、 y）的关系可透过

图像、表列和符号来表示。  
( a )  表列只显示部分 x、 y 的值；  
( b )  图像表示方式则涵盖较多及连续的 x、 y 值；  
( c )  代数式更能全面表达 x、 y 两个量的关系。  
教师指出以 f ( x )或 T ( n )分别代表以 x 或 n 的输入值（自变量）
的函数等号记法。在总结工作纸第 1 题 ( d )部，教师可进一步解
释 n 为变量的概念及其在 T ( 3 )、T ( 1 0 )  及 T ( 9 9 )的意义。  

 
5 .  教师着学生完成问题 2 ( d )及问题 3 ( c )及 ( d )，以让学生进一步

熟习函数的记法。对能力较佳的学生，教师可讨论 f ( a )，f ( a + 1 )
内函数的假变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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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表示(一)

 

工作纸：函数的图像、表列和符号  
问题：  

1 .  考虑数列 4， 8， 1 2， 1 6，…。  

( a )  试估计该数列第 5 项和第 6 项的可能项值。  

 
第 5 项的项值＝＿＿＿＿＿＿ 

 
第 6 项的项值＝＿＿＿＿＿＿ 

 
( b )  在下表中写出该数列的第 5 项至第 1 0 项的可能项值。  

项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项值  4 8 12 16       

 

( c )  试以 n 代表「项数」，与组员一起找出一条包含 n 的代数式去
表示该数列，并以 T ( n )表示，即  

T ( n )＝＿＿＿＿＿＿＿＿＿， 

利用此公式求：  

第 3 项的项值 T ( 3 )＝＿＿＿＿＿＿＿＿＿； 

第 1 0 项的项值 T ( 1 0 )＝＿＿＿＿＿＿＿＿＿； 

第 9 9 项的项值 T ( 9 9 )＝＿＿＿＿＿＿＿＿＿。 

 

( d )  如果给出项数，可以决定它的项值吗？＿___________＿＿＿＿ 

 

( e )  数列的项值是否其项数的函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g4_functgraphs_va_sc_051024  3
 



数与代数 

 

2 .  以下是一台数字机。对于每个输入值 x，它都给出唯一一个输出
值 y（换言之，对于两个相同的输入，它不会给出两个不同的输
出）。  

 

 以下是该数字机的输入和输出纪录表：  

输入值 x  － 5  － 4  0  1  3  4 . 2  

输出值 y  － 1 5  － 1 2  0  3  9  1 2 . 6  

 

( a )  与你的组员合作，猜测上述数字机的运作模式及以代数式

表示有关的函数（即输入值和输出值的关系式，例如：y＝
2 x＋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b )  在 ( a )部中，我们凭若干个的输入值和输出值的组合，估计
出该数字机的一般运作模式。假设这个关系式正确，只要

给出任意一个输入值，便可以轻易地找出输出值。当输入

值是 1 . 5 时，输出值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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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表示(一)

 

( c ) ( i )试在以下的直角坐标平面上，利用所给的输入和输出纪录  
表，把 ( a )部中的关系式所对应图像绘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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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利用所得的图像，读出当输入值是 4 . 5 时对应的输出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 i i )对于任何一个输入值 x，有多少个对应的输出值 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 v )输出值 ( y )是输入值 ( x )的函数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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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 i )假设 ( a )部中所得的关系式为 )(xfy = ，  

则 _______________。 =)(xf

 

( i i )利用以上函数的记法，完成下表：  

x  f ( x ) = _________ 

−10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0.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73.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a+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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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表示(一)

 

3 .  以下是另一台数字机的输入和输出纪录表：  

输入值 x  − 4  − 3 − 2  − 1 0  1  2  3  4  

输出值 y  1 6  9  4  1  0  1  4  9  1 6  

 
( a )  与你的组员合作，猜测上述数字机的运作模式及以代数式

表示函数关系（即输入值和输出值的关系式，例如：y＝ 2 x
＋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b ) ( i )试在以下的直角坐标平面上，利用所给的输入和输出纪录
表，把 ( a )部中的关系式所对应图像绘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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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对于任何一个输入值 x，有多少个对应的输出值 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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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由图像或表列值，输出值 y 是输入值 x 的函数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i v )若 ，则)(xgy = ______________)( =xg 。  

 

( c )  按 ( b )的代数式，完成下表。  

x  ___________)( =xg  

−1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3.1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105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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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表示(一)

 

教师注意事项：  
 
1 .  本示例活动约需时 6 0 分钟。  
 
2 .  部分学生在图像绘画方面可能遇上困难，教师在学生尝试工作纸

1 问题 2 ( c )时可稍加指引。  
 
3 .  部分学生对函数符号产生误解。例如：认为 xfxf ⋅=)( 等。本示例

由实在的例子开始逐步引入函数的记号，而并非直接定义符号

f ( x )。教师亦可透过工作纸 1 内 T ( 3 )、T ( 1 0 )等及工作纸 2 内 f ( 3 )、
f ( 1 1 )等深化学生对 f ( x )符号的意义。教师亦可利用示例六“容易
混淆的函数概念”再深入与学生讨论一般函数 f， f ( a + b )是否等
于 f ( a ) + f ( b )等问题。  

 
4 .  教师与学生讨论函数的表示方法，宜带出不同表示方法的局限

性，如  
( a )  表列只能显示不连续的变量的值。  
( b )  图像则能涵盖更阔的数量值，但是却只局限图像所显 x、 y

的区域内。出了区域外，便无从得知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 c )  符号较能全面表示函数的关系．然而由现实生活得出的数量

往往没有给出符号表示而须多种工具求其符号表示。  
 

5 .  工作纸建议答案如下：  
 

1 .  ( a )  第 5 项的项值＝ 2 0  
第 6 项的项值＝ 2 4  

 
  ( b )  

项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项值  4 8 12 16 20 24 28 32 36 40 

 
( c )  T ( n )＝ 4 n  
 

第 3 项的项值 T ( 3 )＝ 1 2； 

第 1 0 项的项值 T ( 1 0 )＝ 4 0；  

第 9 9 项的项值 T ( 9 9 )＝ 3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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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可以。  

( e )  是。  

 

2 .  ( a )  

( b )输出值= 3 ( 1 . 5 ) = 4 . 5  

( c ) ( i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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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1 3 . 5。  

( i i i )一个。  

( i v )是。  

 

( d ) ( i )  3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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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003100031000 −=−×=−f
( ) ( ) 5.15.035.0 −=−×=−f
( ) ( ) 3311311 =×=f
( ) ( ) 2.2204.7334.73 =×=f
( ) ( ) xxxf 33 =×=

( ) ( ) aaaf 33 =×=

( ) ( ) 33131 +=+×=+ aaaf

2xy =

)(xgy = =)(xg

( i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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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a )  

 ( b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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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一个。  
( i i i )是。   
( i v )若 ，则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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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

( ) ( ) 00010100100 2 =−=−g

( ) ( ) 29.53.23.2 2 =−=−g

( ) ( ) 9225.915.315.3 2 ==g

( ) ( ) 500102110501050 2 ==g

( c )  

x   x 2  

−100  

−2.3  

3.15  

1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