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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高中衔接之绝对值的教、学、思

陈海泓

摘要：初中已学过绝对值，考查内容以绝对值的代数意义及几何意义的应用为主，但因学生思维的局限性，数形结

合、分类讨论、建模等数学思想方法在初中不能深入展开，而在高中绝对值常与函数、不等式、方程等相关知识结

合，重点考查学生应用数学思想方法解决数学问题的基本能力，要求的难度加大，亟需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衔接。从

学生已经掌握的含一个绝对值符号问题，过渡至含两个绝对值符号问题，进行相关知识衔接及数学思想方法的衔接。

关键词：函数；绝对值；方程；不等式

绝对值不等式是高考选考内容之一，绝对值又常与函数、方程、不等式相结合，考查学生应用数

学思想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初中这部分要求不高，《初高中衔接教材》
1
中将《绝对值》作为第一

讲数与式的第一部分内容，可见其在衔接部分的重要性。为了更有效的实施教材衔接，引导高一新

生尽快适应高中数学的学习,我以《绝对值》一课为例，谈谈自己在衔接教学中的“教”“学”“思”。

一、“教”与“学”

初中生基本上能理解并应用绝对值的代数意义与几何意义解题，但升入高中后他们将遇到较多的

是将绝对值与函数相结合的数学问题，对他们而言是有难度的。首先分析能力不足，比如分类讨论

时能做到不重不漏的很少；其次抽象思维能力不足，比如能将抽象的数学符号与具体的图象相联系

的不多；最后，化简运算能力不足，比如去绝对值符号过程中，代数式带正负号容易出错等。所以

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还没上升到高中所要求的新高度，这就需要衔接了。考

虑学生的思维特点及初高中数学中函数思想的重要性，决定从简单的一次函数、二次函数着手，介

绍含绝对值符号问题的解决方法，重点放在从函数的角度解决有关绝对值问题，展开衔接教学。

1 含一个绝对值符号

高中阶段学习含一个绝对值符号的问题常涉及：方程的解及解的个数问题、解不等式及含参问题、

函数零点及含参等问题，解决的一般方法是通过分类讨论直接去绝对值符号，但如果较复杂问题则

考虑转化为已学函数模型，用函数的观点来解决方程、不等式等相关问题。要与函数相结合，我认

为这部分要给学生衔接的是①去绝对值的一般方法（分类讨论）②分段表示函数对应关系（了解分

段函数）③绝对值符号对函数图象的影响（图象变换特点）④了解函数、方程、不等式三者之间的

转化关系。考虑学生的思维能力及学习方法特点，从作图开始，以一次函数、二次函数为例，研究

具体的函数图象进而得到一般的情形。

例 1 探究： 3 xy 与 3 xy 图象的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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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写下表 1，并根据表格作出图象

表 1

（2）观察图象思考：两个函数图象的区别与联系。

引导学生：①观察 3x ， 3x 时函数 3 xy 与函数 3 xy 的图象②联系绝对值的含义③得

到作函数 3 xy 的图象另一种方法，可以先作出一次函数 3 xy 图象，再将 3 xy 图象在 x

轴下方部分的图象关于 x 轴对称可得。相应的 3 xy 去绝对值后可表示为








3,3
3,3

xx
xx

y 。

从具体函数的形、数两个角度加深理解绝对值符号对图象的影响，并对去绝对值后函数关系式的表

示进行衔接。

（3）衔接训练：作出函数 xxy  2
的图象

引导学生：①作出二次函数 xxy  2
图象②找出在 x 轴下方的图象再关于 x 轴对称③注意图象上

特殊点，比如对称后顶点位置。再设置两个问题①由图求解关于 x 的方程 02  xx 。②分段表示

函数 xxy  2
的解析式。问题①从方程角度理解函数值与方程解的联系，问题②涉及分类讨论及

不等式求解，再由函数图象直观得出。将问题①②进行比较，学生又了解了方程与不等式之间的联

系，完成了函数思想的初步衔接，并对函数图象在解决方程、不等式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有所体会，

对数形结合思想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最后补充一题课外练习： 22  xx 强化函数思想的应用。

2 含两个绝对值符号

初中基本不涉含两个绝对值符号的问题，学生对这类型问题比较陌生，高中则较多与不等式结合，

主要是考查分类讨论、数形结合思想方法的应用。若有涉及到含参问题时，通常还需要转化为函数

问题进行求解，这是难点。综合学生学情、思维能力，考虑从学生熟悉的方程进行衔接教学，通过

变式教学进一步掌握去两个绝对值符号的一般步骤，并能联系函数观点，进一步了解从函数的角度

解决相关简单的不等式及方程问题的一般方法，提升学生对绝对值问题的解决能力，加深对函数思

想方法的理解。

例 2 （1）解关于 x 的方程 531  xx

（2）解关于 x 的不等式 531  xx

对于（1）先引导学生用绝对值的代数意义：①去绝对值需要比较实数 x 与 1，3 的大小②分

3,31,1  xxx 三种情况讨论③根据分段情况化简方程并求解，同时需要检验是否满足前提条

x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y=x-3 -6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y=│3-x│ 6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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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再引导学生用绝对值的几何意义求解即转化为数轴上动点 )(x 与（1）、（3）两点的距离和为 5，

利用数轴，观察可得。

解法 1：

（1）当 1x 时，原方程可化为
2
1542)3()1(  xxxx 满足 1x ；

（2）当 31  x 时，原方程可化为 52)3()1(  xx 此时方程无解；

（3）当 3x 时，原方程可化为
2
9542)3()1(  xxxx 满足 3x ，

综上所述：原方程的解为
2
1

x 或
2
9

x 。

解法 2：画出数轴，定好原点，标出实数 1和 3对应的点，由图得原方程的解为
2
1

x 或
2
9

x 。

学生模仿上述两种方法的求解过程完成（2），强调两点：①用绝对值的代数意义可以去绝对值

符号，需要分类讨论，对实数 x 的取值要求做到不重不漏；解不等式与解方程一样每一步讨论的前

提条件不能忽略。②若用绝对值的几何意义求，需先找出数轴上与（1）、（3）两点的距离和为 5的
点，由数轴找出所有满足不等式的解，即解不等式可以先看成解方程。鉴于教学课时及学生能力、

不等式求解课外再加强训练。两种方法介绍清楚后，再从函数角度看待方程与不等式。研究函数

31  xxy 的图象，结合图象求解。引导学生模仿例 1 将函数解析式用分段的形式表示，再

分段画图。鼓励学生自主完成，过程类似例 2（1）
解法 3：

（1）当 1x 时， 42)3()1(  xxxy ；

（2）当 31  x 时， 2)3()1(  xxy ；

（3）当 3x 时， 42)3()1(  xxxy ，

所以原来函数可化为














.3,42
,31,2
,1,42

xx
x

xx
y ，画出图象（图 1）

图 1

再由图引导学生，若解方程（1），只需在图象上找出纵坐标为 5的点，根据函数关系式解出它的横

坐标 x 即为方程的解；若解不等式（2）先解方程（1）再由图得出相应横坐标的取值范围即可。结

合实际情况，再给学生两道题，课外探究，以达到对绝对值知识的巩固与再衔接拓展的目的。

① axx  31 对所有的实数 x 都成立，则 a 的取值范围是？

②关于 x 的不等式 axx  31 有解，则 a 的取值范围是？

二、“教”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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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完成初高中教学衔接工作，应先了解初高中课标要求的差异，再根据本校学生具体情

况设计衔接课程，以衔接教材为参考，适当调整衔接的内容与进度。教师怎么实施“教”，学生怎么

进行“学”，不仅是衔接阶段更是在高中学习中都需要面对的。有效的教与学，除了需要教师用心准

备，也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多“思”，“思”学生的思想动态、“思”学生的心理特征、“思”学生的

学习习惯等，“思”教学的实施是否遵循了学生的成长、思维发展规律 2。对高一新生不能要求过高，

新旧知识之间进行衔接，适当拓展，避免题目的“偏、难、怪”，减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恐惧，学生

从心理上能更快地接受新的学习方式、学习环境，及新的数学老师的教学方法，顺利过渡到高中学

习。要衔接的内容多而课时少，我认为应该侧重数学思想方法的衔接，让学生逐渐转变初中学习观

念：搞题海。最后以引福建省普教室陈中锋教授说过的一句话代表我在衔接教学中的“思”，陈教授

说：“以前，我在高三复习开始的第一周，不上别的，就是和学生讲数学思想讲数学方法。思想能沟

通了，后面的学习还能不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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