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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八：变换对函数图像的影响（一） 
 

目       标  ：  认识函数图像的上下平移与代数式对应的变化  
  
学习阶段  ：  4  
 
学习单位  ：  函数及其图像  
 
所需教材  ：  ( 1 )  电子表格软件如微软 Excel (graph.xls)，绘图软件如

Graphmatica 和工作纸  
  ( 2 )  印有 及 图像的胶片及图表纸  2xy = 3xy =

 
预备知识  ：  ( 1 )  认识 的图像  2)( xxf =

( 2 )  懂得绘画图像  
 
教学内容  ：  
 
1 .  教师先与学生复习 的图像及图像上的点与代数式的关系。 2xy =

 
2 .  教师派发工作纸 1 并要求学生从 （即C32 += xy 2 ）计算对应 x值

的 y值。然后，让学生绘画 的图像。  32 += xy

 
3 .  教师与学生核对答案并讨论 图像各点的 y 值与 图

像各点 y 值的关系。学生需从表内数值比较两函数的关系。  
32 += xy 2xy =

 
4 .  教师进一步与学生讨论若C 2 方程改为 ，该图像与

图像有何关系。其后教师可用胶片 显示 的图像，

由C

52 += xy 2xy =
2xy = 52 += xy

1 及  C 2 图像各点的坐标关系综合出 图像是将

图像上移 5 格。  
52 += xy 2xy =

 
5 .  教师派发工作纸 2 并要求学生完成第 1 及 2 题，由此带出

C : 图像与 图像的关系。  2 −= xy 6 2xy =3

 
6 .  教师邀请学生猜测 图像与 图像的关系，并可用胶

片显示 图像及要求学生解释他们的猜测。  
102 −= xy 2xy =

102 −= xy

 



数与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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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教师再进一步要求学生分组讨论以下方程与新方程图像的关

系。  
( a )  C 1 ： 与C52 += xy ：  102 += xy2

( b )  C 1 ： 与C3xy = ：  43 += xy2

教师邀请学生以胶片展示他们的图像并解释他们的答案。  

 

8 .  教师利用档案 graph.xls 核对学生的答案并解释函数代数式的变

化与图像各点的对应变化。  
 
9 .  教师提问学生若将函数  )(xfy =

( a )  ；或  xxxf 2)( 2 +=
( b )  ；或  42)( 2 ++= xxxf
( c )  ；或  xxxf 2)( 3 −=
( d )  。  42)( 3 +−= xxxf
的图像上移 3 格及下移 3 格时，所得图像的函数的代数式将会

有何改变。讨论后，教师可利用档案 graph.xls 展示答案。  

 

1 0 .  教师派发工作纸 3，让学生巩固对图像上、下平移与其代数式

关系的练习。  
 
1 1 .  教师可利用 Graphmatica 软件与学生探讨其它一般函数如 或

的图像的上、下平移，从而作出总结。若  

4xy =
xy sin=

( a )  图像上移 k 格，则新函数的符号式为 。  )(xfy = kxfy += )(
( b )  图像下移 k 格，则新函数的符号式为 。  )(xfy = kxf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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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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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y =  

1 .  试完成下表。  
 
 
 
 
 
 
 
 
 
 
 
 
 
 
 
 
 
 

2 .  在右图上，绘出图像  
C 2 。 

x C C1 2
y = x2 y = x2+3 

16 19 −4 

9  −3 

4  −2 

1 4 −1 

0 0  

1 1  

2 4 7 

3 9 12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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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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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y =  

1 .  试完成下表。  
 
 
 
 
 
 
 
 
 
 
 
 
 
 
 
 
 
 

2 .  在右图上，绘出图像  
C 3 。 

x C C31
y = x2 y = x2− 6 

16 10 −4 

9 3 −3 

4 −2 −2 

1  −1 

0 0 −6 

1 1 −5 

2 4  

3 9  

4 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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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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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图中所示为二次函数C ： 及C2xy = 的图像。  1 2

( a )  C 的图像是将C 向   上  /  下  2 1  移动  _______ 个单位。  
( b )  C 的方程是                                 2 。  

 
2.  
 
 
 
 
 
 
 
 
 

C3 
 
 
 

图中所示为二次函数C ： 及C2xy = 的图像。  1 3

( a )  C 的图像是将C 向   上  /  下  3 1  移动  _______ 个单位。  
( b )  C 的方程是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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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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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所示为二次函数C ： 及C2xy = 的图像。  1 4

( a )  C 的图像是将C 向   上  /  下  4 1  移动  _______ 个单位。  
( b )  C 的方程是                                 4 。  

 
4. 
 
 C5
 
 
 C1

 
 
 
 
 
 
 
 

图中所示为二次函数C ： 及C2xy = 的图像。  1 5

的图像是将C 向   上  /  下  ( a )  C 5 1  移动  _______ 个单位。  
( b )  C 的方程是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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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试写出下列各函数变换所对应的图像。  
 

 方程C 向上  /  下移动  经平移后C 的方程1 2

12 += xy 32 += xy  ( a )  向上 /下 *移动 ______单位

52 += xy 22 += xy  ( b )  向上 /下 *移动 ______单位

xxy += 2 12 ++= xxy  ( c )  向上 /下 *移动 ______单位

122 ++= xxy 322 ++= xxy  ( d )  向上 /下 *移动 ______单位

13 += xy 43 += xy  ( e )  向上 /下 *移动 ______单位

  )(xfy = kxfy += )(( f )  向上 /下 *移动 ______单位

2xy = 42 −= xy  ( g )  向上 /下 *移动 ______单位

22 += xy 32 −= xy  ( h )  向上 /下 *移动 ______单位

32 −= xy 82 −= xy  ( i )  向上 /下 *移动 ______单位

52 −= xy 72 −= xy  ( j )  向上 /下 *移动 ______单位

132 −+= xxy 532 ++= xxy  ( k )  向上 /下 *移动 ______单位

43 −= xy  53 −= xy ( l )  向上 /下 *移动 ______单位

  )(xfy = kxfy −= )(( m )  向上 /下 *移动 ______单位

 
*  圈出适用者  

 



数与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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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试写出下列各函数变换所对应的图像方程。  
 

向上  /  下移动 经平移后C 的方程   方程C 21

 向上移动  12 += xy  ( a )   
8 单位  

 向上移动  12 −= xy  ( b )   
9 单位  

 向上移动  322 ++= xxy  ( c )   
1 0 单位  

 向上移动  13 2 +−= xxy  ( d )   
7 单位  

 向上移动  23 += xy  ( e )   
2 单位  

 向上移动  23 −= xy  ( f )   
6 单位  

( g )   )(xfy =   向上移动  
k 单位  

 向下移动  42 −= xy  ( h )   
1 2 单位  

 向下移动  12 += xy  ( i )   
4 单位  

 向下移动  xxy += 2  ( j )   
3 单位  

 向下移动  372 −+= xxy  ( k )   
1 单位  

 向下移动  13 −= xy  ( l )   
2 单位  

( m )   )(xfy =   向下移动  
k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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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注意事项：  
 
1 .  本示例活动需时约 3 0 - 4 0 分钟。  
 
2 .  教师在学生计算工作纸 1 及 2 的表内的值时，可考虑不提供数值，

完全由学生计算对应的 y值。本示例提供部分 y值以减省学生运算

的时间。然而，学生透过计算数值及亲手画对应图像，有助他们

明白代数式、表列值与图像的关系。同时部分学生亦可透过表列

值已可观察到给出C 的 y值加上 3 便可得到第 1 题内表C1 2的对应 y
值。  

 
3 .  若教师要求所有学生都绘画 或 图像，会极耗时。

教 师 可 考 虑 同 时 请 半 班 学 生 绘 画 ， 另 外 半 班 学 生 画

，惟须与学生核对两个图像的正确画法。  

32+=xy 62 −= xy
32+=xy

62 −= xy

 
4 .  部分学生会以为 图像上移／下移时，图像会如下：  2xy =

kxy += 2 
 
 
 
 
 
 

教师须提醒学生须比较两幅图像点上同一 x 坐标，y 坐标是上移／

下移同一数量的单位，而并不是两幅图像如上图般有相同的距离。

教师可使用胶片示范图像的上移使学生更能了解是将图 上移

某一单位，其对应图像并不如上图所示。学生可因此而理解此错

误。  

2xy =

 
5 .  学生在求经变换后的新代数式时，往往会以为每一项都加上固定

单位如 上移 3 单位变成 。教师可利用软件

比较 与 ，从而让学生掌握有关代数式的变

化。  

xxy += 2 )3()3( 2 +++= xxy
)3()3( 2 +++= xxy xxy += 2

 
6 .  学生在比较C 1 ： 与C12−=xy 2 ： 时，可能不懂如何入手，教

师可建议学生将C
32−=xy

2 ： 变成 ，从而判断出下降两

个单位。  
32−=xy 2)1( 2 −−= xy

 

2x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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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工作纸建议答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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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纸 1  
1 .  试完成下表。   2 .  

 
 

C2 

 
 
 
 
 
 
 
 
 
 
 
 
 
 
 
 
 
 

x C C1 2
y = x2 y = x2+3 

16 19 −4 

9 12 −3 

4 7 −2 

1 4 −1 

0 0 3 

1 1 4 

2 4 7 

3 9 12 

4 1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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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纸 2  
 
1 .  试完成下表。   2 .  

 

C3 

 
 
 
 
 
 
 
 
 
 
 
 
 
 
 
 
 
 

x C C31
y = x2 y = x2− 6 

16 10 −4 

9 3 −3 

4 −2 −2 

1 −1 −5 

0 0 −6 

1 1 −5 

2 4 −2 

3 9 3 

4 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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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纸 3  
 

 1. ( a )  C 的图像是将C 向   

 
 

2 1 上  /  下   移动  5 个单位。  

52 −= xy( b )  C 。  的方程是2

 
2. ( a )  C 的图像是将C 向  3 1 上  /  下   移动  9  个单位。  

92 −= xy( b )  C 。  的方程是3

 
3. ( a )  C 的图像是将C 向  上  /  4 1 下   移动  4 个单位。  

42 += xy ( b )  C 。  的方程是4

 
 4. ( a )  C 的图像是将C 向  上  /  5 1 下   移动  6 个单位。  

62 += xy( b )  C 。  的方程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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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试写出下列各函数变换所对应的图像  
 

经平移后C 2

 

 方程C 向上 /下 *移动  1
的方程  

向上 /下 *移动  2( a )  12 += xy  单位  32 += xy  

向上 /下 *移动  3( b )  52 += xy  单位  22 += xy  

向上 /下 *移动  1( c )  xxy += 2  单位  12 ++= xxy  

向上 /下 *移动  2( d )  122 ++= xxy  单位  322 ++= xxy  

向上 /下 *移动  3( e )  13 += xy  单位  43 += xy  

( f )  向上 /下 *移动  k)(xfy =  单位  kxfy += )(  

向上 /下 *移动  4( g )  2xy =  单位  42 −= xy  

向上 /下 *移动  5( h )  22 += xy  单位  32 −= xy  

向上 /下 *移动  5( i )  32 −= xy  单位  82 −= xy  

向上 /下 *移动  2( j )  52 −= xy  单位  72 −= xy  

向上 /下 *移动  6( k )  132 −+= xxy  单位  532 ++= xxy  

向上 /下 *移动  1( l )  43 −= xy  单位  53 −= xy  

( m )  )(xfy =  向上 /下 *移动  k 单位  kxfy −= )(  

 
*  圈出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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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试写出下列各函数变换所对应的图像方程。  
 

经平移后C 2 的

方程  
 方程C 向上  /  下移动  1

向上移动   12 += xy 92 += xy  ( a )   
 8 单位  

向上移动   12 −= xy 82 += xy  ( b )   
9 单位  

向上移动   322 ++= xxy 1322 ++= xxy  ( c )   
 1 0 单位  
向上移动   13 2 +−= xxy 83 2 +−= xxy  ( d )   

 7 单位  
向上移动   23 += xy 43 += xy  ( e )   

 2 单位  
向上移动   23 −= xy 43 += xy  ( f )   

 6 单位  
向上移动     )(xfy = kxfy += )(( g )   

 k 单位  
向下移动   42 −= xy 162 −= xy  ( h )   
 1 2 单位  
向下移动   12 += xy 32 −= xy  ( i )   

 4 单位  
向下移动   xxy += 2 32 −+= xxy  ( j )   

 3 单位  
向下移动   372 −+= xxy 472 −+= xxy  ( k )   

 1 单位  
向下移动   13 −= xy 33 −= xy  ( l )   

 2 单位  
向下移动     )(xfy = kxfy −= )(( m )   

 k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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