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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目标

了解 函数的概念及

优势
1 2

掌握 函数的定义和使用、

函数参数的传递

熟悉 变量作用域 3
4

掌握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递归函数和匿名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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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是组织好的、实现单一功能或相关联功能的代

码段。我们可以将函数视为一段有名字的代码，这

类代码可以在需要的地方以“函数名()”的形式调用。

6.1 函数概述

✓ print()

✓ input()



✎ 6.1 函数概述

(a)未使用函数的程序 (b)使用函数的程序

• 结构清晰

• 代码精简



✎ 6.1 函数概述

程序若希望再打印一个边长为5个星号的正方形，应

该如何解决呢？



✎ 6.1 函数概述

冗余代码继续增加

再次调用函数

(a)未使用函数的程序 (b)使用函数的程序



✎ 6.1 函数概述

函数式编程具有以下优点：

将程序模块化，既减少了冗余代码，又让程序结构更为清晰

提高开发人员的编程效率

方便后期的维护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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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使用的print()函数和input()都是Python的内置函数，这些函数由Python定

义。开发人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定义函数，Python中使用关键字def来定义

函数，其语法格式如下：

6.2.1 定义函数

标记函数的开始

函数的唯一标识

✓ 传入函数中的数据

✓ 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参数

✓ 也可以为空

标记函数体的开始

实现函数功能的具体代码

✓ 返回函数的处理结果给调用方

✓ 标志着函数的结束

✓ 若函数没有返回值，可以省略



✎

例如，定义一个计算两个数之和的函数。

6.2.1 定义函数

def add():

result = 11 + 22

print(result)

def add_modify(a, b):

result = a + b

print(result)

无参函数 有参函数



✎

• 函数在定义完成后不会立刻执行，直到被程序调用时才会执行。

• 语法格式如下：

6.2.2 调用函数

add()

add_modify(10, 20)

例如

函数名([参数列表])

调用过程

1. 程序在调用函数的位置暂停执行。

2. 将数据传递给函数参数。

3. 执行函数体中的语句。

4. 程序回到暂停处继续执行。



✎

函数内部也可以调用其他函数，这被称为函数的嵌套调用。

6.2.2 调用函数

def add_modify(a, b):

result = a + b

add()   

print(result)

add_modify(10, 20)

例如

嵌套调用函
数add()



✎

函数在定义时可以在其内部嵌套定义另外一个函数，此时嵌套的函数称为外层函

数，被嵌套的函数称为内层函数。

多学一招：函数的嵌套定义

⚫ 函数外部无法直接调用内层函数

⚫ 只能通过外层函数间接调用内层函数

注意
内层函数

def add_modify(a, b):

result = a + b

print(result)

def test(): 

print("我是内层函数")                  

add_modify(10, 20)

示例



✎ 多学一招：函数的嵌套定义

def add_modify(a, b):

result = a + b

print(result)

def test(): 

print("我是内层函数") 

test()                 

add_modify(10, 20)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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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常将定义函数时设置的参数称为形

式参数（简称为形参），将调用函数时传

入的参数称为实际参数（简称为实参）。

函数的参数传递是指将实际参数传递给形

式参数的过程。

6.3 函数参数的传递



✎

函数参数的传递可以分为位置参数传递、

关键字参数传递、默认参数传递、参数的

打包与解包以及混合传递。

6.3 函数参数的传递



✎

函数在被调用时会将实参按照相应的位置依次传递给形参，也就是说将第一个

实参传递给第一个形参，将第二个实参传递给第二个形参，以此类推。

6.3.1 位置参数的传递

def get_max(a, b):

if a > b:

print(a,"是较大的值！")

else:

print(b,"是较大的值！")

get_max(8, 5) 8是较大的值



✎

关键字参数的传递是通过“形参=实参”的格式将实参与形参相关联，将实参

按照相应的关键字传递给形参。

6.3.2 关键字参数的传递

def connect(ip, port):

print(f"设备{ip}:{port}连接！")

connect(ip="127.0.0.1", port=8080)



✎

无论实参采用位置参数的方式传递，还是关键

字参数的方式传递，每个形参都是有名称的，

怎么区分用哪种方式传递呢？

6.3.2 关键字参数的传递

符号“/”



✎

Python在3.8版本中新增了仅限位置形参的语法，使用

符号“/”来限定部分形参只接收采用位置传递方式的

实参。

6.3.2 关键字参数的传递

def func(a, b, /, c):

print(a, b, c)

例如：

# 错误的调用方式

# func(a=10, 20, 30)   

# func(10, b=20, 30)

# 正确的调用方式

func(10, 20, c=30)



✎ 6.3.3 默认参数的传递

函数在定义时可以指定形参的默认值，如此在被调用时可以选择是否给带有默认

值的形参传值，若没有给带有默认值的形参传值，则直接使用该形参的默认值。

def connect(ip, port=8080):

print(f"设备{ip}:{port}连接！")

定义

connect(ip="127.0.0.1")

connect(ip="127.0.0.1", port=3306)

调用

设备127.0.0.1:8080连接！

设备127.0.0.1:3306连接！

结果



✎ 6.3.4 参数的打包与解包

如果函数在定义时无法确定需要接收多少个数据，那

么可以在定义函数时为形参添加“*”或“**”：

“*” —— 接收以元组形式打包的多个值

“**”—— 接收以字典形式打包的多个值

1.打包



✎ 6.3.4 参数的打包与解包

1.打包——“*”

def test(*args):

print(args)

定义

test(11, 22, 33, 44, 55) 调用

(11, 22, 33, 44, 55) 结果



✎ 6.3.4 参数的打包与解包

1.打包——“**”

def test(**kwargs):

print(kwargs)

定义

test(a=11, b=22, c=33, d=44, e=55) 调用

{'a': 11, 'b': 22, 'c': 33, 'd': 44, 'e': 55} 结果



✎ 6.3.4 参数的打包与解包

1.打包——“**”

 虽然函数中添加“*”或“**”的形参可以是符合命名规范

的任意名称，但这里建议使用*args和**kwargs。

 若函数没有接收到任何数据，参数*args和**kwargs为空，

即它们为空元组或空字典。



✎ 6.3.4 参数的打包与解包

2.解包

✓ 实参是元组 →   可以使用“*”拆分成多个值 →  

按位置参数传给形参

✓ 实参是字典 →    可以使用“**” 拆分成多个键

值对 →    按关键字参数传给形参



✎ 6.3.4 参数的打包与解包

2.解包

def test(a, b, c, d, e):

print(a, b, c, d, e)

定义

nums = (11, 22, 33, 44, 55)

test(*nums)

调用

11 22 33 44 55 结果



✎ 6.3.4 参数的打包与解包

2.解包

def test(a, b, c, d, e):

print(a, b, c, d, e)

定义

nums = {"a":11, "b":22, "c":33, "d":44, "e":55}

test(**nums)

调用

11 22 33 44 55 结果



✎ 6.3.5 混合传递

前面介绍的参数传递的方式在定义函数或调用函数

时可以混合使用，但是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具体

规则如下。

✓ 优先按位置参数传递的方式。

✓ 然后按关键字参数传递的方式。

✓ 之后按默认参数传递的方式。

✓ 最后按打包传递的方式。



✎ 6.3.5 混合传递

在定义函数时：

✓ 带有默认值的参数必须位于普通参数之后。

✓ 带有“*”标识的参数必须位于带有默认值的参数之后。

✓ 带有“**”标识的参数必须位于带有“*”标识的参数

之后。



✎ 6.3.5 混合传递

def test(a, b, c=33, *args, **kwargs):

print(a, b, c, args, kwargs)

定义

test(1, 2)

test(1, 2, 3)

test(1, 2, 3, 4)

test(1, 2, 3, 4, e=5)

调用

1 2 33 () {}

1 2 3 () {}

1 2 3 (4,) {}

1 2 3 (4,) {'e': 5}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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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函数的返回值

函数中的return语句会在函数结束时将数据返

回给程序，同时让程序回到函数被调用的位置

继续执行。



✎ 6.4 函数的返回值

def filter_sensitive_words(words):

if "山寨" in words:

new_words = words.replace("山寨", "**")

return new_words

定义

result = filter_sensitive_words("这个手机是山寨版吧！")

print(result)

调用

这个手机是**版吧！ 结果



✎ 6.4 函数的返回值

如果函数使用return语句返回了多个值，那么这些值

将被保存到元组中。



✎ 6.4 函数的返回值

def move(x, y, step):

nx = x + step

ny = y - step

return nx, ny     # 使用return语句返回多个值

定义

result = move(100, 100, 60)  

print(result)

调用

(160, 40) 结果



✎ 目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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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变量作用域

变量并非在程序的任意位置都可以被访问，其访

问权限取决于变量定义的位置，其所处的有效范

围称为变量的作用域。



✎ 6.5.1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根据作用域的不同，变量可以划分为局部变量和

全局变量。



✎ 6.5.1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只能在函数内部被使用

函数执行结束之后局部变量会被释放，此时无

法再进行访问。

1.局部变量



✎ 6.5.1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1.局部变量

def test_one():

number = 10    # 局部变量

print(number) # 函数内部访问局部变量

test_one()

print(number)     # 函数外部访问局部变量

示例



✎ 6.5.1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1.局部变量

def test_one():

number = 10      

print(number)             # 访问test_one()函数的局部变量number

def test_two():

number = 20

print(number)             # 访问test_two()函数的局部变量number

test_one()

test_two()

示例

不同函数内部可以包含同名的局部变量，这些局部变量的关系类似于不同目录

下同名文件的关系，它们相互独立，互不影响。

10

20

结果



✎ 6.5.1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可以在整个程序的范围内起作用，它不

会受到函数范围的影响。

2.全局变量



✎ 6.5.1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2.全局变量

number = 10         # 全局变量

def test_one():

print(number)   # 函数内部访问全局变量

test_one()

print(number)       # 函数外部访问全局变量

示例

10

10

结果



✎ 6.5.1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2.全局变量

# 定义全局变量

number = 10

def test_one():

print(number) 

number += 1

test_one()

print(number)

示例

全局变量在函数内部只能被访问，而无法直接修改。

已经声明

没有找到



✎ 6.5.1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这是因为函数内部的变量number视为局部变量，而

在执行“number+=1”这行代码之前并未声明过局

部变量number。

2.全局变量

函数内部只能访问全局变量，而无法直接修改全局变量。



✎ 多学一招：LEGB原则

LEGB是程序中搜索变量时所遵循的原则，该原则中的每个字母指代一种作用域，

具体如下：

局部作用域

例如，局部变量和形参生

效的区域。

L-local

嵌套作用域

例如，嵌套定义的函数中

外层函数声明的变量生效

的区域。

E-enclosing

全局作用域

例如，全局变量生效的

区域。

G-global

内置作用域

例如，内置模块声明的

变量生效的区域。

B-built-in

Python在搜索变量时会按照“L-E-G-B ”这个顺序依次在这四种区域中搜索变

量：若搜索到变量则终止搜索，使用搜索到的变量；若搜索完L、E、G、B这四

种区域仍无法找到变量，程序将抛出异常。



✎ 6.5.2 global和nonlocal关键字

函数内部无法直接修改全局变量或在嵌套函数的外层

函数声明的变量，但可以使用global或nonlocal关键

字修饰变量以间接修改以上变量。



✎

1.global关键字

number = 10                    # 定义全局变量

def test_one():

global number              # 使用global声明变量number为全局变量

number += 1

print(number)

test_one()

print(number)

示例

使用global关键字可以将局部变量声明为全局变量，其使用方法如下：

global 变量

6.5.2 global和nonlocal关键字

11

11

结果



✎

2.nonlocal关键字

def test():

number = 10

def test_in():

nonlocal number

number = 20

test_in()

print(number)

test()

示例使用nonlocal关键

字可以在局部作用

域中修改嵌套作用

域中定义的变量，

其使用方法如下：

6.5.2 global和nonlocal关键字

nonlocal 变量

20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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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 角谷猜想

以一个正整数n为例，如果n为偶数，就将它变为n/2，

如果除后变为奇数，则将它乘3加1（即3n+1）。不

断重复这样的运算，经过有限步后，必然会得到1。

本实例要求编写代码，计算用户输入的数据按照以上

规律经多少次运算后可变为1。



✎ 6.6.2 饮品自动售货机

随着无人新零售经济的崛起，商场、车站、大厦等各

种场所都引入了无人饮品自动售货机，方便人们选购

自己想要的饮品。购买者选择想要的饮品，通过投币

或扫码的方式支付，支付成功后从出货口取出饮品。

本实例要求编写代码，利用函数实现具有显示饮品信

息、计算总额等功能的程序。



✎ 目录页

6.8   实训案例

6.9    阶段案例——学生管理系统

6.6   实训案例

6.7   特殊形式的函数



✎ 6.7.1 递归函数

函数在定义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调用其他函数。

若函数内部调用了自身，则这个函数被称为递归

函数。



✎ 6.7.1 递归函数

递归函数在定义时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

递归公式，另一个是边界条件。其中:

递归公式是求解原问题或相似的子问题的结构；

边界条件是最小化的子问题，也是递归终止的条

件。



✎ 6.7.1 递归函数

递归函数的执行可以分为以下两

个阶段：

1.递推：递归本次的执行都基于

上一次的运算结果。

2.回溯：遇到终止条件时，则沿

着递推往回一级一级地把值返回

来。

递归函数的一般定义格式如下所示：

def函数名([参数列表])：

if 边界条件：

rerun 结果

else:

return 递归公式



✎ 6.7.1 递归函数

递归经典应用

n! = 1 * 2 * 3 * … * n，可

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 当n=1时，所得的结果

为1。

2. 当n>1时，所得的结果

为n*(n-1)!。

阶乘n!

兔子一般在出生两个月之

后就有了繁殖能力，每对

兔子每月可以繁殖一对小

兔子，假如所有的兔子都

不会死，试问一年以后一

共有多少对兔子？

兔子数列

有三根杆子，初始A杆有

N个圆盘，移动圆盘到C

杆，要求每次只能移动

一个圆盘、大盘不能叠

在小盘上面。问一共需

要移动多少次？

汉诺塔

归并排序是一种基于归

并算法的排序方法，该

方法采用分治策略：先

将待排序的序列划分成

若干长度为1的子序

列……

归并排序



✎ 6.7.1 递归函数

递归经典应用

n! = 1 * 2 * 3 * … * n，可

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 当n=1时，所得的结果

为1。

2. 当n>1时，所得的结果

为n*(n-1)!。

阶乘n! def func(num):

if num == 1: 

return 1

else:

return num * func(num - 1)

num = int(input("请输入一个整数："))

result = func(num)

print("5!=%d"%result)

实现

边界条件

递归公式



✎ 6.7.1 递归函数



✎ 6.7.2 匿名函数

匿名函数是一类无需定义标识符的函数，它

与普通函数一样可以在程序的任何位置使用。

Python中使用lambda关键字定义匿名函数，

它的语法格式如下：

lambda <形式参数列表> :<表达式>



✎ 6.7.2 匿名函数

匿名函数与普通函数的主要区别如下：

普通函数在定义时有名称，而匿名函数没有名称；

普通函数的函数体中包含有多条语句，而匿名函数的函数体只能是一个表达式；

普通函数可以实现比较复杂的功能，而匿名函数可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

普通函数能被其他程序使用，而匿名函数不能被其他程序使用。



✎ 6.7.2 匿名函数

定义好的匿名函数不能直接使用，最好使用一个变量保存它，以便后期可以随时

使用这个函数。

# 定义匿名函数，并将它返回的函数对象赋值给变量temp

temp = lambda x : pow(x, 2) 

temp(10)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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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 兔子数列

兔子一般在出生两个月之后就有了繁殖能力，每对兔子每月可以繁殖一对小兔子，

假如所有的兔子都不会死，试问一年以后一共有多少对兔子？

本实例要求编写代码，利用递归实现根据月份计算兔子总数量的功能。



✎ 6.8.2 归并排序

先将待排序的序列划分成若干长度为1的子

序列，依次将两个子序列排序后合并成长度

为2的子序列；再依次将两个子序列排序后

合并成长度为4的子序列，直至合并成最初

长度的序列为止，得到一个排序后的序列。

本实例要求编写代码，利用递归实现归并排

序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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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阶段案例——学生管理系统

本案例要求开发一个具有添加、删除、修改、查询学生信息及退出系统功能的简

易版的学生管理系统，系统的功能菜单如图所示。



✎ 6.10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讲解了函数的相关知识，包括函数概述、

函数的定义和调用、函数参数的传递、函数的返

回值、变量作用域、特殊形式的函数，此外本章

结合实训案例演示了函数的用法。通过本章的学

习，希望读者能深刻地体会到函数的便捷之处，

熟练地在实际开发中应用函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