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例五：  
 函数的不同表示方法：  
 表列、符号和图像（二）  
 
目       标  ：  利用不同的例子比较和了解不同的函数表示  
 
学习阶段  ：  第四学习阶段  
 
学习单位  ：  函数及其图像  
 
所需教材  ：  工作纸和计算器  
 
预备知识  ：  函数的概念  
 
教学内容  ：  

 
1 .  教师帮助学生重温函数的基本概念和函数的表列、符号和图像

表示。  
 
2 .  教师指示学生研究工作纸 1 问题 1 的「函数」。教师须提醒学

生必先弄清所给予的是函数。这样可以巩固学生对函数概念的

了解。  
 
3 .  教师指示学生完成工作纸 1 内的 ( a )， ( b )和 ( c )部。  
 
4 .  学生分成小组比较他们的答案并讨论。一部分组别会向全班同

学汇报。教师须在适当时候提出评语和指引。  
 
5 .  学生完成问题 1 后，教师带领学生讨论如何用迭代法在问题 2

建立表列和图像表示 ;并藉验证数列的首几项向学生演示给出
的代数表示是正确的。  

 
6 .  做工作纸 1 时，教师须引导学生明白和欣赏不同的函数表示方

式的好处及了解其局限，其中包括：  
 

( a )  现实生活中两个变量的关系往往是从变量的表列值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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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与代数 
 

求其符号表示式。表列只能显示不连续的变量值，它并

不能全面反映两个变量所有的值及其关系。  
 
( b )  函数的图像表示往往是由表列值开始，再由图像点的趋

势猜测有关量的符号表示式。它比对表列式能涵盖更多

的数量值，但是却只局限图像所显示的 x、 y 区域内。出
了所示的区域，便无从得知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 c )  一般而言，以符号表示函数能较全面表示两个量(变量)

的关系。然而由现实生活得出的数值，其关系往往欠缺

符号表示而须运用多种工具才能求得其符号表示(如第 2
题的裴波那契数列的通项)。在求输出值/输入值时，用

符号式比由图像得出的值较准确但亦可能较费时及不易

求得输出值(如第 2 题求第 1 1 项的值由表列值较由符号
计算容易；但在第 1 题运用符号表示求值，则并不困
难)。  

 
7 .  学生分成小组并讨论工作纸 2 问题 1 表 2 . 1 的 ( a )及 ( b )。  
 
8 .  教师邀请学生向全班同学汇报答案。如果学生不能给出正确的

答案或者未能提出恰当的理由去解释答案，教师可以给予提

示、指引和例子引导。如在判断一个关系是否函数时，要留意

问题给出的条件和函数的基本定义，其中包括：  
 

( a )  由表列的数值讨论  “ y 是 x 的函数 ”  时，只能按已知表
列内的每一 x 值是否只给出唯一的 y 值。除此之外，便
无法判断它们是否具有函数关系。例如，在问题 1 表
2 . 1 中，当 x 为整数 (且在给出的范围内 )， y 是 x 的函
数；但当 x 为实数时，  则不能确定 y 是否 x 的函数。  

 
( b )  再者，即使在该区域内， “ y 是 x 的函数 ”亦不一定  “ x

是 y 的函数 ”。  
 
9 .  教师要求完成问题 1 其它部分并核对答案。  
 
1 0 .  教师指示学生完成问题 2 及 3，教师由此再运用函数的概念，

协助学生理解如何从给出的代数 (符号 )及图像判断 “ y 是 x 的函
数 ”  及  “ x 是 y 的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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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表示（二）

 

工作纸 1：不同的函数表示的比较  

 
1 .  考虑函数 。  32)( 2 −−= xxxf

 

( I )  的一个表列表示如下：  )(xf

x  −4 −3 −2 −1 0 1 2 3 4  

F(x)  33 18 7 0 −3 −2 3 12 25  

 

( I I )  在)(xf 44 ≤≤− x 的图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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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该函数的代数式表示如下 :  

32)( 2 −−= xx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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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i )  写出 x  =  −3 时 f ( x )值。  

 

 

 

( i i )  写出 x  =  2 . 5 时 f ( x )值。  

 

 

 

( i i i )  写出 x  =  3 . 7 时 f ( x )值。  

 

 

 

( i v )  写出 x  =  6 时 f ( x )值。  

 

 

 

 

( b )  求上述各项时，以「 」在下表表示你选用了函数哪个表达

式。  

 

x值 表列 图像 代数式

x = −3    

x = 2.5    

x = 3.7    

x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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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表示（二）

 

( c )  解释你的选择。  

 

 

 

 
2 . 对所有正整数定义函数 T如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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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明显地，所有正整数决定唯一一个 T ( n )的值。 T ( n )可称为第 n
项。  
 

( I )  T 的表列表示如下：  

n 1 2 3 4 5 6 7 8 9 10  

T(n) 1 1 2 3 5 8 13 21 34 55  

 
( I I )  T 的图像表示如下: 

 

y =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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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T 的代数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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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求以下各项的值。 

( i )  第 1 1、 1 2 和 1 3 项。 

 

 

 

 

 

( i i )  第 4 1 和 4 2 项。 

 

 

 

 

 

( i i i )  第 4 3、 4 4 和 4 5 项。  

 

 

 

 

 

( b )  ( i )   在求 ( a )部各项的值时，指出你选用了函数的哪个表达
式，并用「 」表示你的选择。  

 

 表列 图像 代数式 

第 1 1、 1 2 和 1 3 项    

第 4 1 和 4 2 项     

第 4 3、 4 4 和 4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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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表示（二）

 

( i i )  解释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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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纸 2：认识不同的函数表示方式  
 

1 .  考虑下列各表。   

设  和 为考虑的范围。  80 ≤≤ x 80 ≤≤ y

 

      表 2 . 1  

x 0 1 2 3 4 5 6 7 8 

y 0 1 2 3 4 5 6 7 8 

 

      表 2 . 2  

x 0 1 2 3 4 5 6 7 8 

y 0 1 2 2 4 5 6 7 8 

 

表 2 . 3  

x 0 1 2 3 4 2 4 6 8 

y 0 1 4 2 5 3 6 7 8 

 

表 2 . 4  

x 0 1 2 3 4 5 6 7 8 

y 0 1 2 3 4 2 4 6 8 

 

表 2 . 5  

x 0 1 2 3 4 5 6 7 8 

y 0 1 2 3 8 4 7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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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表示（二）

 
在下列各情况中，已知 80 ≤≤ x  及 80 ≤≤ y 。判断 

( a )「 y 是 x 的函数」是否正确；  

( b )「 x 是 y 的函数」是否正确。  

在适当的空格内加上「 」。  

 y  是 x 的函数  x  是 y 的函数  

当 x 是  整数 整数 实数 实数 整数 整数 实数 实数

 

当 y 是  整数 实数 整数 实数 整数 实数 整数 实数

正确 
        

不能确定         

表 2 . 1  

不正确         

正确 
        

不能确定         

表 2 . 2  

不正确         

正确 
        

不能确定         

表 2 . 3  

不正确         

正确 
        

不能确定         

表 2 . 4  

不正确         

正确 
        

不能确定         

表 2 . 5  

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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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在下列各题，判断 y 是否 x 的函数，并加以解释。  

( a )  , 12 += xy

 

 

 

 

( b )  , 32 += xy

 

 

 

 

( c )  , 322 += xy

 

 

 

 

( d )  . 523 +−= x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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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表示（二）

 

3 .  在下列各图，判断 y 是否 x 的函数，并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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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注意事项 : 

 

1 .  建议教学时数：  

 工作纸 1   4 0 分钟 

 工作纸 2   4 0 - 6 0 分钟  

 

2 .  工作纸 1 的答案如下。  

1 .  ( a )  
x −3 2.5 3.7 6 

f(x) 18 7 20.68或
约 20 

63 

 

 ( b )  

x 表列 图像 代数式 

x = −3    

x = 2.5    

x = 3.7    

x = 6    

 

 ( c )选择的理由如下: 

( i )  该函数的值可直接从表中读出，也可以从图像看出来或用

代数式试算出来，但后二者的方法较花时间。 

 

( i i )  函数的值并不能从表中读出，但较容易从给出的图像读

取。（部分学生会直接用代数式计算函数的值并指出答案

较为准确。） 

 

( i i i )  该函数的值可以用图像或代数式求得。（教师须提醒学生

在利用图像读出的值的准确度，教师可进一步指出图像的

比例可影响答案的准确度，从而指出 x 及 y 轴比例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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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表示（二）

 

)1()()2( ++=+ nTnTnT

 

( i v )  当 x  =  6 时，函数的值并未能在给出的表格或图像内读
取，所以只可用代数式找出答案。（教师可指出选择 x 值
的范围的重要性。如果图像已包括了 x  =  6 的值，函数的
值便可从图像读取。） 

 

2 . ( a ) 

n 11 12 13 41 42 43 44 45 

T(n) 89 144 233 165580141 267914296 433494437 701408733 1134903170

 

2 . ( b ) ( i )学生应提出下面的答案。  

 表列 图像 代数式 

第 1 1、 1 2 和 1 3 项    

第 4 1 和 4 2 项     

第 4 3， 4 4 和 4 5 项    

 

2 . ( b ) ( i i ) 

 求第 1 1、 1 2 和 1 3 项：  

重复运用递归关系 得出第 1 1、  1 2 和
1 3 项，这明显是几个方式中最简单的方法。  

 在求第 4 1 和 4 2 项：  

用迭代法求第 4 1、 4 2 项是费时和易犯错的。反而以计
算器用代数式求答案更合宜。  

 在求第 4 3、 4 4 和 4 5 项：  

在这一部分混合使用代数式和迭代法是最佳方法。因由

题 ( b )（ i i）， 4 1、 4 2 项已由计算器以代数式求得。然
后，以递归关系用迭代法便可求第 4 3、 4 4 和 4 5 项。  

 

3 .  学生选择方法是开放的。教师须指导学生明白不可瞎猜，必须
提出恰当的理由去解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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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工作纸 1 问题 2 内的表格可以用递归关系 )1()()2( ++=+ nTnTnT 和

初始条件 T 迭代得到，即  1)2()1( == T

211)2()1()3( =+=+= TTT  

321)3()2()4( =+=+= TTT  

  

 

5 .  工作纸 1 问题 2 内的代数式可由带有初始条件的 T 及

二阶差分方程  
1)2()1( == T

)1()()2( ++=+ nTnTnT  得到。  

要解这个方程，先考虑辅助方程   。  此辅助方程的根

是

012 =−− tt

2
51+  和  

2
51− 。所以   

nn

BAnT 






 −
+







 +
=

2
51

2
51)(      ( * )  

，其中 A 和 B 是常数。要找出 A 和 B 的值，先代 n = 1 和 2 入 ( * )
以得出两条线性方程。解此联立方程，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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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所有正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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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表示（二）

 

6. 工作纸 2 问题 1 的答案：  

 

1 . ( a )及 ( b )  

 y 是 x 的函数 x 是 y 的函数 

当 x 是 整数 整数 实数 实数 整数 整数 实数 实数

 

当 y 是 整数 实数 整数 实数 整数 实数 整数 实数

正确         

不能确定         

表 2 . 1  

不正确         

正确         

不能确定         

表 2 . 2  

不正确         

正确         

不能确定         

表 2 . 3  

不正确         

正确         

不能确定         

表 2 . 4  

不正确         

正确         

不能确定         

表 2 . 5  

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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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由表 2 . 1 至 2 . 5 数据所对应图像如下：  

( a )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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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的表示（二）

 

8 .  当 x 和 y 都是实数时，以下各图都是按表 2 . 1 内各 x、 y 值画出
来而可能出现以下的图像。  

y  是  x 的函数    y  不是  x 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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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下列各图均可以是表 2 . 5 所对应的其中两个图像。  

y  是  x 的函数    y  不是  x 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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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师须提醒学生在判断一个关系是否函数时，要留

题给出的条件和函数的基本定义。例如，在问题 1 表 2 . 1
当 x 取整数值， y 是 x 的函数；但当 x 为实数时， y  则不能
是否 x 的函数。  

 

9 .  教师由此 2 例便可与学生讨论表列式表示函数的限制。可
现实数据中，往往得到有限数量表列出来，而其后尝试找

对应的图像及以代数式表示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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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工作纸 2 问题 2 及 3 的答案。  

2 .  ( a )  是。  

对每一个 x，只有唯一一个 2 x + 3 的值与之对应，所以 y 的值
是唯一的。因此 y 是 x 的函数。  

( b )  是。  

对每一个 x，只有唯一一个 的值与之对应，所以 y 的值
是唯一的。因此 y 是 x 的函数。  

32 +x

( c )  否。  

对每一个 x，只有唯一一个 的值与之对应。而且对任意

一个正数 a，方程 均有两个解，即每个 a 有两个对应的
y 值。当 时， ，即 y 可取值为+ 2 或 - 2。故对于
任意一个 x 值并不能给出唯一的 y 值，因此 y 不是 x 的函
数。  

32 +x
ay =2

122 +=y1=x 43 =

( d )  是。  

对每一个  x，只有唯一一个 的值与之对应。而且对任

意一个正数 a，方程 的 y 值是唯一的，所以 y 是 x 的函
数。  

52 +− xx
ay =3

 

3 .  图像 3 . 1： y  不是  x 的函数，在输入值 x = 4 时，得出两个不同的
输出值。  

图像 3 . 2： y  是  x 的函数  

图像 3 . 3： y  不是  x 的函数，在输入值由 x＝ 4 至 x = 8 的区域
内，每一 x 输入值都有超过一个 y 输出值。  

图像 3 . 4： y  是  x 的函数  

 

1 1 .  由第 3 题图 3 . 3 及 3 . 4 的类似问题，教师可进一步巩固学生了
解 x 值的选取范围对判断“ y 是 x 的函数”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