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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教學班級 高一（文） 學生人數 40 

教材 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必修) 數學 第一冊(上、下) 

教學主題 教育內容 教學時數 

第一章集合與簡

易邏輯 

1.集合”首先結合實例引出集合與集合的元素的概

念，並介紹了集合的表示方法．然後，從討論集合與集合

之間的包含與相等的關係入手，給出子集的概念，此外，

還給出了與子集相聯繫的全集與補集的概念．接著，又講

述了屬於集合運算的交集、並集的初步知識．最後安排的

是絕對值不等式與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 

2.“簡易邏輯” 首先給出含有“或”、“且”、

“非”的複合命題的意義，介紹了判斷含有“或”、

“且”、“非”的複合命題的真假的方法．接下來，講述

四種命題及其相互關係，並且在初中的基礎上，結合四種

命題的知識，進一步講解反證法．然後，通過若干實例，

講述了充分條件、必要條件和充要條件的有關知識． 

約 17 課時 

第二章函數 

1.函數從實例出發深化函數概念及其表示,並研究映射概

念; 

2 函數的性質:單調性、最值、奇偶性,及反函數，這也是

對函數的深化; 

3.特殊的函數——幾個基本初等函數,繼續認識函數,重點

涉及了指數函數、對數函數; 

4.函數在數學和實際中的一些應用實例,使函數的價值得

到體現,也是進一步鞏固函數的概念,更加強了數學應用. 

約 28 課時 

第三章數列 

1.數列的概念和簡單標記法 

 通過日常生活中的實例，瞭解數列的概念和幾種簡單

的表示方法（清單，圖像，通項公式），瞭解數列是一種

特殊函數。 

2.等差數列、等比數列. 

①通過實例理解等差數列、等比數列的概念。 

②探索並掌握等差數列、等比數列的通項公式與前

n 項和公式。 

③能在具體的問題情境中，發現數列的等差關係或

等比關係，並能用有關知識解決相應的問題。 

④體會等差數列、等比數列與一次函數、指數函數

的關係。 

約 12 課時 

第四章三角函數 

任意角的概念、弧度制、任意角的三角函數、同角三角函

數間的關係、誘導公式、兩角和與差的三角函數、二倍角

的三角函數，以及三角函數的圖像和性質，已知三角函數

值求 

角等 

約 29 課時 

第五章向量 1.向量及其運算，內容包括向量的概念、向量的加法與減 約 18 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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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實數與向量的積、平面向量的座標運算；線段的定比

分點、平面向量的數量積及運算律、平面向量數量積的座

標表示、平移 

2.解斜三角形 奎屯
王新敞
新疆這一大節可以看成是向量知識的應用，內容

包括正弦定理、余弦定理，解斜三角形應用舉例 

設計創意和特色 

教無定法，貴在得法 

1.借助多媒體教學手段引導學生理解學習的知識點，使問題變得直

觀，易於突破難點，提高學生的學習興；利用多媒體向學生展示優美的

圖像及變化過程，給人以美的享受。 

2、討論式教學 

在教學上通過啟發式，探究式充分發揮學生的自主性，學生討論、

交流、總結，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激發學生的參與、探究和體

驗的欲望，讓他們既動腦又動手，充分讓學生參與教學活動 

3、引導啟發式教學 

體現“教師是主導，學生是主體”的教學原則．使學生不但“學

會”而且“會學”， 教給學生“多動手、勤動腦、敢猜想、善發現、

重體驗、促發展”的學習方法，並逐步感受到數學的美，產生成就感，

從而極大地提高對數學的學習興趣。也只有這樣做，才能適應素質教育

下培養“創新型”人才的需要。 

http://jiaoan.cnkjz.com/
http://jiaoan.cnkjz.com/
http://jiaoan.cnkjz.com/
http://clk.qunsee.com/click/click.php?cpid=12&ads_id=148&pid=99000170&cid=174&url=http%3A//www.king-long.com.cn/discovery/index.html&k=%u53D1%u73B0&s=http%3A//jiaoan.cnkjz.com/jiaoan/2/40/150830.html&rn=763923&v=1&ref=http%3A//www.google.cn/search%3Fcomplete%3D1%26hl%3Dzh-CN%26newwindow%3D1%26q%3D%25E6%25AD%25A3%25E5%25BC%25A6%25E5%2587%25BD%25E6%2595%25B0%25E5%259B%25BE%25E8%25B1%25A1%25E7%259A%2584%25E6%2595%2599%25E6%25A1%2588%26btnG%3DGoogle+%25E6%2590%259C%25E7%25B4%25A2%26meta%3D
http://jiaoan.cnkjz.com/
http://jiaoan.cnkjz.com/
http://clk.qunsee.com/click/click.php?cpid=12&ads_id=29&pid=99000170&cid=174&url=http%3A//www.chinahr.com/&k=%u4EBA%u624D&s=http%3A//jiaoan.cnkjz.com/jiaoan/2/40/150830.html&rn=991392&v=1&ref=http%3A//www.google.cn/search%3Fcomplete%3D1%26hl%3Dzh-CN%26newwindow%3D1%26q%3D%25E6%25AD%25A3%25E5%25BC%25A6%25E5%2587%25BD%25E6%2595%25B0%25E5%259B%25BE%25E8%25B1%25A1%25E7%259A%2584%25E6%2595%2599%25E6%25A1%2588%26btnG%3DGoogle+%25E6%2590%259C%25E7%25B4%25A2%26meta%3D


 1 

目錄（1） 
 

第一章：集合與簡易邏輯 

—————————————————————————————————— 

一 集合 

1.1.1 集合（1） ……………………………………………………… 1-3 

1.1.2 集合（2）…………………………………………………………4-6 

1.2.1 子集、全集、補集（1）…………………………………………7-9 

1.2.2 子集、全集、補集（2）…………………………………………10-11 

1.3.1 交集、並集（1）…………………………………………………12-13 

1.3.2 交集、並集（2）…………………………………………………14-15 

1.4.1 含絕對值的不等式解法（1）……………………………………16-19 

1.4.2 含絕對值的不等式解法（2）……………………………………20-22 

1.5.1 一元二次不等式解法  ………………………………………… 23-26 

二 簡易邏輯 

1.6.1 邏輯連接詞……………………………………………………… 27-30 

1.7.1 四種命題（1）……………………………………………………31-33 

1.7.2 四種命題（2）……………………………………………………34-36 

1.8.1 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1）………………………………………37-38 

1.8.2 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2）………………………………………39-40 

集合與簡易復習課（1）……………………………………………… 41-42 

集合與簡易復習課（2）……………………………………………… 43-44 

第二章：函數 

—————————————————————————————————— 

一 函數 

2.1.1 函數的概念（1）…………………………………………………45-47 

2.1.2 函數（2）…………………………………………………………48-51 

2.1.3 函數映射（3）……………………………………………………52-54 



 2 

目錄（2） 

2.2.1 函數的表示方法（1）……………………………………………55-56 

2.2.2 函數的表示方法（2）……………………………………………57-58 

2.3.1 函數的單調性（1）………………………………………………59-62 

2.3.2 函數的單調性（2）………………………………………………63-66 

2.3.3 函數的單調性（3）………………………………………………67-70 

2.4.1 反函數（1）………………………………………………………71-73 

2.4.2 反函數（2）………………………………………………………74-75 

二 函數與指數函數 

2.5.1 指數（1）…………………………………………………………76-78 

2.5.2 指數（2）…………………………………………………………79-81 

2.5.3 指數（3）…………………………………………………………82-83 

2.6.1 指數函數（1）……………………………………………………84-86 

2.6.2 指數函數（2）……………………………………………………87-90 

2.6.3 指數函數（3）……………………………………………………91-93 

三 對數與對數函數 

2.7.1 對數的概念（1）…………………………………………………94-95 

2.7.2 對數運算性質（2）………………………………………………96-98 

2.7.3 對數的換底公式（3）……………………………………………99-100 

2.8.1 對數函數（1）……………………………………………………101-103 

2.8.2 對數函數（2）……………………………………………………104-107 

2.8.3 對數函數（3）……………………………………………………108-109 

2.9.19 函數的應用舉例（1）………………………………………… 110-113 

2.9.2 函數的應用舉例（2）……………………………………………114-116 

函數複習小結（1）……………………………………………………117-120 

函數複習小結（2）……………………………………………………121-123 



 3 

目錄（3） 

 

第三章：數列 

—————————————————————————————————— 

3.1.1 數列（1）…………………………………………………………124-127 

3.1.2 數列（2）…………………………………………………………128-129 

3.2.1 等差數列（1）……………………………………………………130-132 

3.2.2 等差數列（2）……………………………………………………133-134 

3.3.1 等差數列的前 n 項和（1）………………………………………135-137 

3.3.2 等差數列的前 n 項和（2）………………………………………138-139 

3.4.1 等比數列（1）……………………………………………………140-142 

3.4.2 等比數列（2）……………………………………………………143-145 

3.5.1 等比數列的前 n 項和（1）………………………………………146-147 

3.5.2 等比數列的前 n 項和（2）………………………………………148-149 

數列複習小結（1）……………………………………………………150-151 

數列複習小結（2）……………………………………………………152-154 



 1 

課    題：1.1.1 集合－集合的概念（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集合的概念和性質（2）集合的元素特徵（3）有關數的集

合； 

過程與方法：（1）通過經歷從實例中概括出“集合”含義的過程，培養抽象

概括的能力； 

（2）通過本節課的學習，初步培養用集合語言進行交流的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 通過大量實例，讓學生抽象概括集合的共同特徵，從

而引出集合的含義，讓學生感受數學的抽象概括之美。                          

教學重點：掌握集合的基本概念； 

教學難點：元素與集合的關係；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初二級軍訓的時候常常會聽到教官說：初二（甲）班的同學到操場集合。

這個時候會不會有其他班的同學也跑到操場那裡去啊？教官的一聲“集合”是

動詞，那麼數學中的集合是動詞性質下的概念嗎？讓學生回憶初中所學的集合

（數的集合，點的集合）  

二、新知探究： 

由上面的討論，老師很自然的引出集合的概念： 

集合的概念: 一般地，某些指定的對象集在一起就成為一個集合，簡稱為集。

用大寫拉丁字母字母 A，B，C …表示. 集合中的每一個對象叫做這個集合的

元素，用小寫拉丁字母字母 a, b，c …表示。 

問題 2: 觀察下面的集合，並指出它們的研究元素是什麼？ 

（1）1～20 以內的所有質數； 

（2）方程 x2+x-2=0 的所有實數根； 

（3）廣大中學高一丁班的所有學生。 

問題 3:（1）我們請班上身高 1.70 米以上的男生站起來，請問：這些男同學能組

成一個集合嗎？ 

我們請班上身高較高的男生站起來，為什麼張三沒有同學站起來？ 

（2）實數 1、2、3、1 的全體能組成一個集合嗎？  

（3）高一丙班的全體同學組成一個集合，調整座位後是否仍是一個集

合？ 

通過對上面問題的討論，從而引導學生總結出集合中元素的特徵： 

（1）確定性：按照明確的判斷標準給定一個元素或者在這個集合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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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在，不能模棱兩可 。 

（2）互異性：集合中的元素沒有重複  

（3）無序性：集合中的元素沒有一定的順序（通常用正常的順序寫出） 

 

三、鞏固練習： 

1. 教材 P5 練習 1、2 

2. 下列各組物件能確定一個集合嗎？ 

A.所有很大的實數  （不確定） 

B.好心的人        （不確定） 

C.1，2，2，3，4，5．（有重複） 

3. 設 a,b 是非零實數，那麼
b

b

a

a
 可能取的值組成集合的元素是_-2,0,2__。 

四、 新知探究： 

問題 4：如果用 A 表示高一（甲）班全體學生組成的集合，用 a 表示高一（甲）

班的一位同學，b 是高一（乙）班的一位同學，那麼 a，b 與集合 A 分別有

什麼關係？ 

根據學生的回答師生一起總結出： 

1.元素與集合的關係 

如果 a 是集合 A 的元素，就說 a 屬於集合 A，記作 a∈A； 

如果 a 不是集合 A 的元素，就說 a 不屬於集合 A，記作 aA； 

2. 常用的數集及其記法 

全體非負整數的集合簡稱非負整數集（或自然數集），記作 N． 

非負整數集內排除 0 的集合簡稱正整數集，記作 N*或 N+； 

全體整數的集合簡稱整數集，記作 Z； 

全體有理數的集合簡稱有理數集，記作 Q； 

全體實數的集合簡稱實數集，記作 R． 

五、新知應用： 

例 1．用“∈”或“”符號填空： 

  （1）8   N；        （2）0    N；    

  （3）-3    Z；       （4） 2     Q； 

  （5）設 A 為所有亞洲國家組成的集合，則中國      A，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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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印度     A，英國     A。 

例 2．已知集合 P 的元素為 21, , 3 3m m m  ,  若 3∈P 且-1P，求實數

m 的值。 

六、鞏固練習： 

1. 課本 P5 練習 2； 

2. 已知集合  012| 2  xaxxA  

⑴若 A 中只有一個元素，求 a 及 A ；⑵若 ,A 求 a 的取值範圍。 

七、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課外作業： 

習題 1.1，第 1- 2 題。 

九、板書設計： 

1.1.1 集合 

概念： 

性質：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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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1.1.2 集合－集合的概念（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瞭解集合的表示方法；（2）能正確選擇自然語言、圖形語

言、集合語言（列舉法或描述法）描述不同的具體問題，感受集合語言的意義和

作用；  

過程與方法：通過瞭解集合的表示方法能選擇合適的語言（如自然語言、圖

形語言、集合語言）描述不同的具體問題，提高語言轉換和抽象概括能力，樹立

用集合語言表示數學內容的意識 

情感、態度、價值觀：在掌握基本概念的基礎上，能夠解決相關問題，獲得

數學學習的成就感，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的應用意識                   

教學重點：集合的表示方法 

教學難點：運用集合的列舉法與描述法，正確表示一些簡單的集合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提問： 

1. 集 合 的 符 號 表 示 ： 集 合 用                       表 示 ， 元 素 用                          

表示。 

2.如果 a 是集合 A 的元素，就說 a 屬於集合 A ，記作：_______________。 

如果 a 不是集合 A 的元素，就說 a 不屬於集合 A ，記作：______________。 

3.常用數集符號： 

非負整數集（或自然數集）：_____ ;正整數集：_____ ;整數集:_____ ;有理數集：

_____ ;   實數集：_____ ; 

4.元素的性質：（1）___________;（2）___________; （3）___________; 

二、新知探究： 

問題 1：“地球上的四大洋”可以組成集合嗎？ 

這是自然語言的方法，除此之外，集合還有哪些表示方法嗎？ 

問題 2：“方程(x-1)(x+2)=0 的所有實數根”組成的集合還可以表示為_____，像

這種方法叫列舉法。 

列舉法：把集合中的元素一一列舉出來，並用花括弧“ ”括起來表

示集合的方法叫列舉法。 

如：{1，2，3，4，5}，{x2，3x+2，5y3-x，x2+y2}，…； 

說明：1．集合中的元素具有無序性，所以用列舉法表示集合時不必考 

慮元素的順序。 

 2．各個元素之間要用逗號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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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元素不能重複； 

   4．集合中的元素可以數，點，代數式等； 

   5．對於含有較多元素的集合，用列舉法表示時，必須把元素間的

規律顯示清楚後方能用省略號，象自然數集Ｎ用列舉法表示為

 1,2,3,4,5,......  

三、新知應用： 

例 1 用列舉法表示下列集合： 

（1）小於 10 的所有自然數列成的集合； 

（2）方程 x2=x 的所有實數根組成的集合； 

（3）由 1 到 20 以內的所有質數組成的集合； 

（4）方程組
2 0;

2 0.

x y

x y

 


 
的解組成的集合。 

問題 3：從上面的例題可以看出：列舉法有什麼優點？ 

答；用列舉法表示集合，可以清楚的看到集合中的各個元素。 

四、新知探究： 

問題 4：（1）你能用自然語言描述集合{2，4，6，8}嗎？ 

（2）你能用列舉法表示不等式 x-7<3 的解集嗎? 

由上式（1）、（2）師生總結出：列舉法一般適用於所研究的集合中的元素個

數為有限個，而且個數比較少的情況。那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表示（2）

的解集呢？ 

描述法：把集合中的元素的公共屬性描述出來，寫在花括弧{ }內。 

具體方法：{ 一般符號及取值範圍 | x 所具有的共同特徵 } 

如：{x|x-3>2}，{(x,y)|y=x2+1}，{x︳直角三角形}，…； 

說明： 

1．描述法表示集合應注意集合的代表元素，如{(x,y)|y= x2+3x+2}與 {y|y= 

x2+3x+2}是不同的兩個集合，只要不引起誤解，集合的代表元素也可省略，

例如：{x︳整數}，即代表整數集 Z。 

辨析：這裡的{  }已包含“所有”的意思，所以不必寫{全體整數}。下列

寫法{實數集}，{R}也是錯誤的。 

2. 文氏圖：用一條封閉的曲線的內部來表示一個集合的方法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五、新知應用： 

例 2 試分別用列舉法和描述法表示下列集合： 

（1）方程 x2—2=0 的所有實數根組成的集合； 

（2）由大於 10 小於 20 的所有整數組成的集合； 

（3）方程組
3;

1.

x y

x y

 


  
的解。 

說明：列舉法與描述法各有優點，應該根據具體問題確定採用哪種標

記法，要注意，一般集合中元素較多或有無限個元素時，不宜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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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法。 

六、鞏固練習： 

1．用適當的方法表示集合：大於 0 的所有奇數 

2．集合 A＝{x|
4

3x 
∈Z，x∈N}，則它的元素是        。 

3．已知集合 A＝{x|-3<x<3，x∈Z}，B＝{(x,y)|y＝x 2 +1，x∈A}，則集合 B 用列舉

法表示是        

七、新知探究： 

問題 5：觀察下列對象，你能說錯其中的元素的的個數嗎？ 

（1）2，4，6，8，10； 

（2）滿足 的全體實數； 

（3） 的解。 

學生回答後，老師給出以下概念： 

1.有限集：含有有限個元素的集合。 

2.無限集：含有無限個元素的集合。 

3.空集：不含有任何元素的集合。（即元素個數為 0，是有限集）。 

八、鞏固練習： 

課本 P7 練習 1. 

 

九、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集合的幾種表示方法，它們各有什麼優點和缺點,在什麼時候

運用它們？ 

十、課外作業： 

課本 P.7 練習 1 習題 1.1 第 3 題 

十一、板書設計: 

1.2.1 集合的概念 2 

表示方法： 

說明：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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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1.2.1 子集 全集 補集（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理解子集、真子集概念，會用符號表示包含關係．知道子集的

性質，會判斷和證明兩個集合的包含關係，會正確求出一個簡單有限集合的子

集．知道“屬於”與“包含”的區別．  

過程與方法：通過類比引入，數形結合等手段，使學生感知集合的包含關係，

通過概念歸納、學習，提高學生邏輯思維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交流的能力，體會從內涵和外延兩個方面認

識事物．體會集合知識在生活中的應用． 

教學重點：子集、空集的概念 

教學難點：弄清元素與子集、屬於與包含的關係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1.集合的兩種表示方法？ 如何用適當的方法表示下列集合？ 

     （1）10 以內 3 的倍數；    （2）1000 以內 3 的倍數 

2.用適當的符號填空： 0    N；     Q；  -1.5    R。 

二、新知探究： 

問題 1：類比實數的大小關係，如 5<7，2≤2，試想集合間是否有類似的“大小”

關係呢？ 

觀察下列兩組集合，說出集合 A 與集合 B 的關係。 

（1）A={1，2，3}，B={1，2，3，4，5} 

（2）設集合Ａ為高一(２)班全體女生組成的集合,集合Ｂ為這個班全體學生

組成的集合。 

（3）A={-2，4}， }082|{ 2  xxxB  

由上師生共同總結的出集合與集合之間的“包含”關係： 

子集的概念：如果集合 A 的任何一個元素都是集合 B 的元素，則稱集合 A

是集合 B 的子集， 

記為 A⊆B 或 B⊇A，讀作：“A 包含于集合 B”，或“集合 B 包含集合 A”. 

當集合 A 不包含于集合 B，或集合 B 不包含集合 A 時，則記作 A B 或 B A 

注： BA 有兩種可能（1）A 是 B 的一部分，；（2）A 與 B 是同一

集合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其中：“A 含於 B”中的於是被的意思，簡單地說就是 A 被 B 包含.“”

類似於“”開口朝向誰誰就“大”. 

問題 2：在數學中，除了用列舉法、描述法來表示集合之外，我們還有一種更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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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直觀的方法——用平面上的封閉曲線的內部來表示集合 venn（韋恩）圖.那

麼，如何用 Venn 圖表示兩個集合 A 與 B 間的“包含”關係 ？（學生充分交流

後，師生共同總結出答案） 

 BA  

 

 

 

 

 

問題 3：對於實數 ba, ,如果 ba  且 ab  ，則 a 與b 的大小關係如何？ 

下麵的各對集合中，集合 A 是集合 B 的子集嗎？集合 B 是集合 A 的子集嗎？  

①    1,3,5 , 5,1,3A B   

② }|{D}|{ 是两条边相等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 xxxxC   

③    1 , | 1 0A B x x     

④
1 3 1

( , ) | , ( , )
2 2 2

x y
A x y B

x y

     
      

    
 

問題 4： 用子集的觀點，仿照上面的結論在什麼條件下 A=B 

  









AB

BA
BA  

問題 5：若 BA ，則集合 A 與 B 一定相等嗎？ 

  若 BA ，則可能有 A=B，也可能 BA  .當 BA ，且 BA  時，我們如何

進行數學解釋？  

歸納總結：如果 BA ，但存在元素 Bx 且 Ax  ，則 稱集合 A 是集合 B

的真子集. A  B（或 B  A） 

                    A = B 

BA  

                 A  B 

 

問題 7：下列兩個集合有何共同特點？（1） 2{ | 1 0}x R x             （2）

{ || | 2 0}x R x    

        

歸納總結：不含任何元素的集合叫做空集，記為，規定：空集是任何集

合的子集  

 

問題 8：空集與集合{0}相等嗎？  

 

B  A 

A B B A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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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總結：（1）空集是任何非空集合的真子集 

（2）任何集合是它本身的 子集 

（3）對於集合 A，B，C，如果 BA ，且 CB  ，那麼 CA  

三、新知應用： 

例 1：寫出集合{a,b,c}的所有子集並指出，真子集、非空真子集.  

解：集合{a,b,c}子集：，{a},{b},{c},{a,b},{a,c},{b,c},{a,b,c} 

   集合{a,b,c}真子集：，{a},{b},{c},{a,b},{a,c},{b,c} 

集合{a,b,c}的非空真子集：{a},{b},{c},{a,b},{a,c},{b,c} 

問題 9：若 A 中有 n 個元素，A 的子集有___個. 

歸納總結：有 n 個元素的集合，含有 2n 個子集，2n-1 個真子集，2n-1 個非空子

集，n 個元素的非空真子集有 2n－2 個。 

四、鞏固練習： 

1.寫出下列各集合的子集及其個數      , , , , , ,a a b a b c  

2.設集合 { | 1 2}M x x    , { | 0}N x x k   ,若 MN,求 k 的取值範圍. 

3. 已 知 含 有 ３ 個 元 素 的 集 合 , ,1
b

A a
a

 
  
 

,  2 , ,0B a a b  , 若 Ａ ＝ Ｂ ， 求

2010 2010a b 的值.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外作業： 

1.課本 P9 練習 1，2. 

選做題： 

１.下列各式中錯誤的個數為(     ) 

①  1 0,1,2   ②   1 0,1,2    ③   0,1,2 0,1,2   ④   0,1,2 2,0,1  

A   1            B   2            C  3           D   4 

２.集合    |1 2 , | 0A x x B x x a      若 A B,則 a 的取值範圍是＿＿＿. 

七、板書設計： 

1.2.1 子集、全集、補集 

概念： 

例 1：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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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1.2.2 子集 全集 補集（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瞭解全集的意義.（2）理解補集的含義，會求給定子集的

補集.  

過程與方法：通過示例認識全集，類比實數的減法運算認識補集，加深對補

集概念的理解，完善集合運算體系，提高思維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補集概念的形成與發展、理解與掌握，感知事物

具有相對性，滲透相對的辨證觀點 

教學重點：子集、補集的概念 

教學難點：弄清元素與子集、屬於與包含的關係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 問題情景： 

下列三個集合，它們之間還有一種什麼關係？ 

S＝{x|x 為地球人}，A＝{x|x 為中國人}，B＝{x|x 為外國人}. 

二、新知探究： 

由上面我們可以得出補集的定義： 

1.補集定義：一般地，設 S 是一個集合，A 是 S 的一個子集（即 SA ），由

S 中所有不屬於 A 的元素組成的集合，叫做 S 中子集 A 的補集（或餘集），記作

ACS
，（讀作 A 在 S 中的補集），即 CSA= },|{ AxSxx  且  

 

 

2. 全集定義：如果集合 S 含有我們所要研究的各個集合的全部元素，這個集

合就可以看作一個全集，全集通常用 U 表示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決某些數學問題時，就要以把實數集看作是全集 U，那麼有理數集 Q 的補

集 CUQ 就是全體無理數的集合。 

三、新知應用： 

例 1.填充題： 

⑴若 S={2，3，4}，A={4，3}，則 CSA=_________ 

⑵若 S={三角形}，A={銳角三角形}，則 CSA=_________ 

⑶若 S={1，2，4，8}，A=，則 CSA=___ 

⑷若 U={1，3，a2+2 a +1}，A={1，3}，則 CUA ={5},則 a =_______ 

⑸已知 A={0，2，4}， CUA ={-1，1}，則 CUB={-1，0，2}，求 B=_______ 

⑹設全集 U={2，3，m2+2 m -3}，A={|m+1|,2}，則 CUA ={5},求 m= _______ 

例 2.  設全集 U={1，2，3，4}，A={ x | x 2-5 x +m=0，x U}，求 CUA、m. 

S 

 A 

S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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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將 x =1，2，3，4 代入 x 2-5 x +m=0 中，得 m=4 或 m=6  

當 m=4 時，x 2-5 x +4=0，即 A={1，4}， 

當 m=6 時，x 2-5 x +6=0，即 A={2，3} ， 

故 m=4, A={1,4}, CUA={2,3}.或 m=6.A={2,3}, CUA={1,4}. 

四、鞏固練習： 

1.課本 P10 練習 1，2. 

2.設 U=｛梯形｝,A=｛等腰梯形｝,求 CUA. 

解：CUA=｛不等腰梯形｝. 

3.已知 U=R，A=｛x|x2+3x+2<0｝, 求 CUA. 

解：CUA=｛x|x≤-2，或 x≥-1｝. 

4.已知全集 U＝｛x｜－1＜x＜9｝，A＝｛x｜1＜x＜a｝，若 A≠ ，則 a 的取值範

圍是                                   （D） 

（A）a＜9 （B）a≤9 （C）a≥9 （D）1＜a≤9 

5.已知全集 U＝｛2，4，1－a｝，A＝｛2，a2－a＋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如果 CUA＝｛－1｝，那麼 a

的值為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外作業： 

課本 P11 習題 1.2 第 3，4，5 題。 

七、板書設計： 

1.2.2 子集、全集、補集 

概念：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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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A

BB
A

U

CUA

A

課    題：1.3 .1 交集、並集(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 理解兩個集合的並集與交集的含義,掌握求兩個簡單集合的交

集與並集的方法； 

過程與方法：通過觀察和類比,借助 Venn 圖理解集合的基本運算.體會直觀圖

示對理解抽象概念的作用,培養數形結合的思想； 

情感、態度、價值觀：感受集合作為一種語言,在表示數學內容時的簡潔和

準確,進一步提高類比的能力。 

教學重點：交集和並集的概念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交集和並集的概念、符號之間的區別與聯繫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1.(通過多媒體顯示）觀察下麵三幅圖, 請回答各圖的表示含義. 

  

 

 

 

 

二、新知探究：  

1. 觀察下面兩個圖的陰影部分，它們同集合 A、集合 B 有什麼關係？

A B

图1  

A B

图2  
2．通過學生的的觀察總結出： 

交集的定義 ：一般地，由所有屬於 A 且屬於 B 的元素所組成的集合,叫做

A,B 的交集．記作 A B（讀作‘A 交 B’），即 A B=｛x|xA，且 xB｝． 

並集的定義 

一般地，由所有屬於集合 A 或屬於集合 B 的元素所組成的集合，叫做 A,B

的並集． 

記作：A B（讀作‘A 並 B’）， 

即 A B ={x|xA，或 xB})． 

三、鞏固練習： 

1.口答：   

①．A＝{3,5,6,8}，B＝{4,5,7,8}，則 A∪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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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設 A＝{銳角三角形}，B＝{鈍角三角形}，則 A∪B＝   ;   

 ③．A＝{x|x>3}，B＝{x|x<6}，則 A∪B＝    。 

 

2.討論:A∪B 與集合 A、B 有什麼特殊的關係？ 

A∪A＝       ,  A∪Ф＝        ,  A∪B      B∪A 

 

A∪B＝A             ,  A∪B＝B           . 

3.口答： 

①．A＝{3,5,6,8}，B＝{4,5,7,8}，則 A∩B＝   ; 

②．A＝{等腰三角形}，B＝{直角三角形}，則 A∩B＝     ;   

 ③．A＝{x|x>3}，B＝{x|x<6}，則 A∩B＝    。  

 

4.討論：A∩B 與 A、B、B∩A 的關係？ 

A∩A＝           A∩Ф＝              A∩B      B∩A 

 

A∩B＝A                      A∩B＝B            

四、新知應用： 

例 1 A=｛4,5,6,8｝,B=｛3,5,7,8｝，求 A B，A B. 

解：A B=｛3,4,5,6,7,8｝ 

例 2 設 A=｛x|x 是等腰三角形｝，B=｛x|x 是直角三角形｝，求 A B. 

解：A B=｛x|x 是等腰三角形｝ ｛x|x 是直角三角形｝ 

=｛x|x 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例 3 設 A=｛x|x>-2｝,B=｛x|x<3｝，求 A B. 

解：A B=｛x|x>-2｝ ｛x|x<3｝=｛x|-2<x<3｝． 

例 4 設 A=｛x|x 是銳角三角形｝，B=｛x|x 是鈍角三角形｝，求 A B. 

解：A B=｛x|x 是銳角三角形｝ ｛x|x 是鈍角三角形｝ 

=｛x|x 是斜三角形｝． 

例 5 設 A=｛x|-1<x<2｝,B=｛x|1<x<3｝，求 A∪B. 

解：A B=｛x|-1<x<2｝ ｛x|1<x<3｝=｛x|-1<x<3｝． 

五、鞏固練習： 

課本 P13 練習 1，2 題。 

六、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七、課外作業： 

課本 P13 練習 3，4，5 題。 

八、板書設計： 

1.3.1 交集、補集 

概念： 

例 1，2，3 

練習： 

例 4，5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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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1.3 .2 交集、並集(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進一步理解交集與並集的概念；（2） 熟練掌握交集和並

集的標記法，會求兩個集合的交集和並集；（3）掌握集合的交、並的性質；（4）

掌握有關集合的術語和符號，並會用它們表示一些簡單的集合； 

過程與方法：通過對實例的分析、思考，獲得並集與交集運算的法則，感知

並集和交集運算的實質與內涵，增強學生發現問題，研究問題的創新意識和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集合的並集與交集運演算法則的發現、完善，增

強學生運用數學知識和數學思想認識客觀事物，發現客觀規律的興趣與能力，從

而體會數學的應用價值。 

教學重點：集合的交、並的性質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集合的交、並的性質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問題情景： 

1.討論:A∪B 與集合 A、B 有什麼特殊的關係？ 

A∪A＝       ,  A∪Ф＝        ,  A∪B      B∪A 

A∪B＝A             ,  A∪B＝B           . 

2.討論：A∩B 與 A、B、B∩A 的關係？ 

A∩A＝           A∩Ф＝              A∩B      B∩A 

A∩B＝A                      A∩B＝B            

三、知識應用： 

例 1.設 A=｛(x,y)|y=-4x+6｝,｛(x,y)|y=5x-3｝,求 A B. 

解：A B=｛(x,y)|y=-4x+6｝ ｛(x,y)|y=5x-3｝ 

=｛(x,y)|








35

64

xy

xy ｝=｛(1,2)｝ 

注：本題中，(x,y)可以看作是直線上的的座標，也可以看作二元一次方程的

一個解． 

形如 2n（nZ）的整數叫做偶數，形如 2n+1（nZ）的數叫做奇數，全體奇

數的集合叫做奇數集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全體偶數的集合叫做偶數集． 

例 2.已知 A 是奇數集,B 是偶數集，Z 為整數集， 

求 A B,A Z,B Z,A B,A Z,B Z. 

例 3.設 U=｛1,2,3,4,5,6,7,8｝,A=｛3,4,5｝,B=｛4,7,8｝,求 CuA, CuB, (CuA)   (CuB), 

(CuA)   (CuB), Cu(A B) , Cu(A B)．  

解：CuA=｛1,2,6,7,8｝     CuB=｛1,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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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A)   (CuB)= Cu(A B)=｛1,2,6｝ 

  (CuA)   (CuB)= Cu(A B)=｛1,2,3,5,6,7,8｝ 

四、鞏固練習： 

1.課本 P14 練習 1，2，3，4 題。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外作業： 

課本 P15 習題第 6，7，8 題。 

七、板書設計： 

1.3 .2 交集、並集 

運算性質：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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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1.4.1 絕對值不等式的解法（一）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理解絕對值的意義；（2）掌握︱x︱＞a 和︱x︱＜a 兩種

基本的含絕對值的不等式的解法；（3）明確用代換的方式解形如︱ax＋b︱＞k

和︱ax＋b︱＜k 的含絕對值的不等式 

過程與方法：（1）通過用數軸來表示含絕對值不等式的解集，培養學生數形

結合的能力；（2）通過將含絕對值的不等式同解變化為不含絕對值的不等式，培

養學生的劃歸思想和轉化能力；（3）瞭解數形結合，分類討論的思想，培養數形

結合的能力，培養通過換元轉化的思想方法，培養抽象思維的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激發學習數學的熱情，培養勇於探索的精神，勇於創

新精神，同時體會事物之間普遍聯繫的辯證思想。 

教學重點： ax  與 )0(  aax 型不等式的解法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絕對值意義的應用，和應用 ax  與 )0(  aax 型不等式的解法解

決 cbax  與 )0(  ccbax 型不等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問題情景： 

問題 1：什麼叫不等式？什麼叫不等式組的解集？ 

問題 2：初中已學過的不等式的三條基本性質是什麼？你能用漢語語言敘述這三

條性質嗎？學生回憶後回答： 

⑴． 如果 a>b,那麼 a+c>b+c; 

⑵． 如果 a>b,c>0,那麼 ac > bc; 

⑶． 如果 a>b,c<0,那麼 ac < bc. 

問題 3：實數的絕對值是如何定義的？幾何意義是什麼？ 

學生回憶後回答： 

   絕對值的定義： | a | = 














0,

0,0

0,

aa

a

aa

        

 |a|的幾何意義：數軸上表示數 a 的點離開原點的距離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x-a|(a≥0)的幾何意義是 x 在數軸上的對應點 a 的對應點之間的距離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4：按商品品質規定，商店出售的標明 500g 的袋裝食鹽，按商品品質規定，

其實際數與所標數相差不能超過 5g，設實際數是 x g，那麼， x 應滿足怎樣的數

量關係呢？能不能用絕對值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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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2 0 -2 

-2 

學生經過充分的討論後，得出 .5500 x  

問題 5：這說明含絕對值的不等式是解決實際問題所需要的，那麼我們如何求出

這個含有絕對值的不等式的解呢？ 

本節課我們就學習含絕對值的不等式的解法。 

二、新知探究： 

問題 6： 2x 幾何意義是什麼，在數軸上在數軸上應該怎樣表示？ 

 

 

問題 7：解絕對值不等式 2x ，由絕對值的意義你能在數軸上畫出它的解嗎？

這個絕對值不等式的解集怎樣表示？ 

師生共同總結出： 

根據絕對值的意義，由右面的數軸可以看出，不等式  2x  的解集就是表

示數軸上到原點的距離小於 2 的點的集合. 

 

 

 

 

不等式    2x    的解集表示為  | 2 2x x    

問題 8：解絕對值不等  2x  ，由絕對值的意義你能在數軸上畫出它的解嗎？這

個絕對值不等式的解集怎樣表示？ 

學生經過充分的討論後的出：． 

 

 

 

 

不等式 2x  的解集為  | 2, 2x x x  或  

或表示為  2 2x x    

2、 ( 0)x a x a a  与 型不等式的解法： 

問題 9：現在，如果我們把含絕對值的不等式右邊的 2 用 a 來表示，則 a 表示任

何數。那麼當 a＝0 時，︱x︱＜a 和︱x︱＞a 是什麼樣的情況，同理 a＞0,a＜0

又會有什麼樣的情況？請大家思考總結一下。完成下列表格： 

 

a 的範圍 不等式 不等式解集 

a＞0 ︱x︱＜a ｛x︱－a＜x＜a｝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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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 ｛x︱x＜－a 或 x＞a｝ 

a＝0 ︱x︱＜a 空集 

︱x︱＞a ｛x︱x∈R 且 x≠0｝ 

a＜0 ︱x︱＜a 空集 

︱x︱＞a R 

 三、鞏固練習： 

（1） 5x  ；   （2） 7x   

四、新知探究： 

問題 9：如果在 5x  中 x 換成 ，也就是 500 5x  怎樣解？ 

老師提示：可以把 看成一個整體，也就是把 看成  ，按照 5x  的

解法來解．學生獨立完成解題過程。 

解： 500 5x   

原不等式變為 5 500 5x     

即      4 9 5 5 0 5x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集是  | 495 505x x   

師生共同歸納: 

可 ( 0)ax b c ax b c c    与 型的絕對值不等式，若把  看成一個整

體，就以歸結為 , ( 0)x a x a a   型絕對值不等式的解法． 

四、新知應用： 

例 1：求下列不等式的解集： 

（1） 3 2 8x              （2） 2 3 8x   

師生共同完成： 

解：（略） 

 五、鞏固練習： 

解下列不等式： 

（1）； 514
3

1
x  

（2） 752 x  

六、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七、課外作業： 

1、P18 習題 1.4： 2,3,4 

2、思考題：當 Ra ,不等式 ax  的解集如何? 

八、板書設計： 

1.4.1 含絕對值的不等式解

法 1 

例 1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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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絕對值的意義： 

2. )0(,  aaxax 型 不

等式的解法 

3. )0(,  ccaxcbax

型不等式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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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1.4.2 絕對值不等式的解法（二）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鞏固 cbax  與 )0(  ccbax 型不等式的解法，並能熟練

地應用它解決問題；掌握分類討論的方法解決含多個絕對值的不等式以及含參數

的不等式； 

過程與方法：培養數形結合的能力，分類討論的思想，培養通過換元轉化的

思想方法，培養抽象思維的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激發學習數學的熱情，培養勇於探索的精神，勇於創

新精神，同時體會事物之間普遍聯繫的辯證思想。 

教學重點：分類討論的方法解決含多個絕對值的不等式以及含參數的不等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如何正確分類與分段，簡單的參數問題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 ax  與 )0(  aax 型不等式 cbax  與 )0(  ccbax 型不等式的

解法與解集分別是什麼？ 

二、新知探究： 

例 1 解不等式 1  | 2x-1 | < 5. 

問題 2：怎麼轉化？怎麼去掉絕對值？原不等式可以等價於哪些不等式？ 

學生充分討論研究後得出方法 1：原不等式等價於








1|12|

5|12|

x

x
  

  














112

512

512

x

x

x

① 或  














112

512

512

x

x

x

② 

解①得：1 x<3 ;  解②得：-2< x  0. 

∴原不等式的解集為 {x | -2< x  0 或 1 x<3} 

方法 2：原不等式等價於 1 2x-1<5 或 –5<2x-1  -1 

即 2 2x<6 或 –4<2x 0. 

解得 1 x<3 或 –2< x  0. 

∴原不等式的解集為{x | -2< x  0 或 1 x<3} 

問題 3：比較兩種解法，哪種解法比較簡單？ 

三、鞏固練習： 

解下列不等式: 752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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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知探究： 

例 2 解不等式：|4x-3|>2x+1. 

問題 4：如何去掉絕對值？ 

在老師的引導下學生進行分類討論，共同得出答案。 

方法 1：原不等式等價於
















12)34(

034

1234

034

xx

x

xx

x
或 ， 

即


























3

1

4

3

2

4

3

x

x

x

x
或 ， ∴x>2 或 x<

3

1
， 

∴原不等式的解集為{x| x>2 或 x<
3

1
}. 

方法 2：整體換元轉化法 

分析：把右邊看成常數 c，就同 )0(  ccbax 一樣 

∵|4x-3|>2x+14x-3>2x+1 或 4x-3<-(2x+1)   x>2 或 x<
3

1
， 

∴原不等式的解集為{x| x>2 或 x<
3

1
}. 

例 3 解不等式：|x-3|-|x+1|<1. 

問題 5：將如何同時去掉兩個絕對值符號? 

方法 1：零點分段討論法（利用絕對值的代數定義） 

解：原不等式等價於①








1)1()3(

1

xx

x
或②









1)1()3(

31

xx

x
或 ③









1)1()3(

3

xx

x
， 

解①的解集為φ，②的解集為{x|
2

1
<x<3}，③的解集為{x|x 3}, 

∴原不等式的解集為{x|x>
2

1
}. 

方法 2：數形結合 

從形的方面考慮，不等式|x-3|-|x+1|<1 表示數軸上到 3 和-1 兩點的距離之差小

於 1 的點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x3O 1 2-1
 

∴原不等式的解集為{x|x>
2

1
}. 

五、鞏固練習： 

解不等式：1.| x+2 | | >4-x 

2. 512  xx      2. 21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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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考題：解關於 x 的不等式 )(132 Raax  . 

六、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七、課外作業:  

解下列不等式： 

 1. .631  xx        2. 42  xx    

 3. .31  xx           4. 523  xx  

六、板書設計： 

1.4.2 含絕對值的不等式

解法 

幾種類型含絕對值不等

式的解法： 

例 1，2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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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1.5.1 一元二次不等式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理解一元二次方程、一元二次不等式與二次函數的關係，掌握

圖像法解一元二次不等式的方法； 

過程與方法：（1）重視基礎知識的教學、基本技能的訓練和能力的培養；（2）

啟發學生能夠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善於獨立思考，學會分析問題和創造地解決

問題；（3）通過教師指導發現知識結論，培養學生抽象概括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激發學習數學的熱情，培養勇於探索的精神，勇於創

新精神，同時體會事物之間普遍聯繫的辯證思想。 

教學重點：圖像法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教學難點：一元二次不等式、一元二次方程、二次函數之間關係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設置情境： 

問題 1：請同學們完成下列各題：①作函數 23  xy 的圖像 

②解方程 023 x  

③解不等式 023 x  

④解不等式 023 x  

問題 2：我們能否通過只觀察函數 23  xy 的圖像，得出一元一次方程和不等式

的解集？ 

學生經過仔細的觀察和討論得出：函數圖像與 x 軸的交點橫坐標為方程的

根，不等式 023 x 的解集為函數圖像落在 x 軸上方部分對應的橫坐標。 

問題 3：完成下列的表格： 

 0a  0a  

一次函數 

)0(  abaxy 的圖像 

  
一元一次方程 

0bax 的解集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一元一次不等式 

0bax 的解集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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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一次不等式 

0bax 的解集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在這裡我們發現一元一次方程，一次不等式與一次函數三者之間有著密切的

聯繫。利用這種聯繫（集中反映在相應一次函數的圖像上！）我們可以快速準確

地求出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集，類似地，我們能不能將現在要求解的一元二次不

等式與二次函數聯繫起來討論找到其求解方法呢？ 

二、新知探究： 

問題 3：如果我們知道 y＝x2－x－6，對應值表，及其圖像，我們能否直接得出方

程x2－x－6＝0的解、不等式 x2－x－6＞0和不等式 x2－x－6＜0的解集？為什麼？ 

 

x －3 －2 －1 0 1 2 3 4 

y 6 0 －4 －6 －6 －4 0 6 

由學生觀察圖像和表格後得出答案，並說明理由： 

方程 x2－x－6＝0 的解 x＝－2 或 x＝3 

不等式 x2－x－6＞0 的解集{x｜x＜－2 或 x＞3} 

不等式 x2－x－6＜0 的解集{x｜－2＜x＜3} 

結合函數的對應值表，可以確定函數的圖像，與 x 軸交點的 

座標，進而確定對應的一元二次方程 x2－x－6＝0 的根. 

要確定一元二次不等式 x2－x－6＞0 與 x2－x－6＜0 的解集，那麼就要在一

元二次方程根的基礎上結合圖像完成. 

問題 4：下面我們再對一般的一元二次不等式 02  cbxax 與 02  cbxax 來

進行討論。為簡便起見，暫只考慮 0a 的情形。請同學們思考下列問題： 

如果相應的一元二次方程 02  cbxax 分別有兩實根、惟一實根，無實根

的話，其對應的二次函數 )0(2  acbxaxy 的圖像與 x 軸的位置關係如何？ 

我們仿“三個一次”關係，y＝ax2＋bx＋c（a＞0）與 x 軸相關位置，情形如

下： 

y＝ax2＋bx＋c（a＞0）與 x 軸相關位置，分三種情況： 

 

 

 

 

 

 

 

 

問題 5：現在請同學們觀察表中的二次函數圖，並寫出相應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

集。（通過多媒體或其他載體給出以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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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b 42   0  0  0  

二次函數 

)0(2  acbxaxy

的圖像 

   

02  cbxax 的根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02  cbxax 的解

集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02  cbxax 的解集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問題 6：我們從上面的探究的過程中，能否得出求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集的步驟？ 

三、新知應用： 

例 1   解不等式 0263 2  xx  

解：作出函數 263 2  xxy 的圖像 

因為
3

3
1,

3

3
10263,0 21

2  xxxx 的解是方程 .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集是













3

3
1

3

3
1 xx . 

例 2  (課本第 20 頁)解不等式 2223 xx  . 

解：整理得 0232 2  xx  

因為 2,
2

1
0232,0 21

2  xxxx 的解是方程 .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集是








 2,
2

1
xxx 或 . 

例 3   (課本第 20 頁)解不等式 0144 2  xx . 

解：因為
2

1
0144,0 21

2  xxxx 的解是方程 . 

所以，原不等式的解集是









2

1
xx . 

例 4  (課本第 20 頁)解不等式 0322  xx . 

問題 7：大家觀察一下這個不等式跟前三個有什麼不同？ 

解：整理，得 0322  xx . 

因為 032,0 2  xx方程 無實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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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等式 0322  xx 的解集是 . 

從而，原不等式的解集是 .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21 練習 1-3. 

五、課堂小結： 

解一元二次不等式的步驟是什麼？ 

六、課外作業:  

1 ． 若 代 數 式 26 2  xx 的 值 恒 取 非 負 實 數 ， 則 實 數 x 的 取 值 範 圍

是            。 

2．解不等式 

（1） 0169 2  xx     （2） ),0(01)
1

(2 Raa
a

ax   

七、板書設計： 

1．5  一元二次不等式解法 

一元二次方程，一元

一次不等式及一元

一次函數間關係 

表格： 

例 1，2 

例 2 

練習（學生演板） 

例 3，4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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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1.6.1 邏輯聯結詞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１）理解邏輯聯結詞“或”、“且”、“非”的含義，瞭解

“或”、“且”、“非”的複合命題的構成． （２） 正確應用邏輯聯結詞“或、

且、非”解決問題 （３） 掌握真值表並會應用真值表解決問題： 

過程與方法：在觀察和思考中，在解題和證明題中，本節課要特別注重學生

思維的嚴密性品質的培養．  

情感、態度、價值觀：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培養嚴謹

的學習態度，培養積極進取的精神． 

教學重點： “或”、“且”、“非”的含義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對“或”、“且”、“非”的含義的理解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日常生活用語中如果說“哥哥的年齡比我大或我的年齡比哥哥大”、“蘿蔔

長在土地裡或長在樹上”肯定不妥，但數學語言 3>4 或 4>3 卻是正確的，這究竟

是為什麼呢？ 

二、新知探究 1： 

1.在初中，我們已學過命題，知道可以判斷真假的語句叫作命題． 

試分析以下 8 個語句，說出哪些是命題，哪些不是命題，哪些是真命題，哪

些是假命題． 

（1）12＞5． 

（2）3 是 12 的約數． 

（3） 是整數． 

（4） 是整數嗎？ 

（5）x＞ ． 

（6）10 可以被 2 或 5 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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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菱形的對角線互相垂直且平分． 

（8） 不是整數． 

（1）（2）是真命題；（3）是假命題；因為（4）不涉及真假；（5）不能判斷

真假，所以（4）（5）都不是命題；（6）（7）（8）是真命題．根據學生的回

答得出以下概念： 

2.其中，“或”、“且”、“非”這些詞叫作邏輯聯結詞．像（1）（2）（3）這

樣的命題，不含邏輯聯結詞，叫簡單命題；像（6）（7）（8）這樣，由簡單命

題與邏輯聯結詞構成的命題，叫複合命題。 

3.複合命題的構成形式 

如果用 p, q, r, s……表示命題，則複合命題的形式接觸過的有以下三種： 

即：p 或 q   記作 pq         p 且 q    記作 pq 

    非 p    (命題的否定)   記作 p 

三、新知應用： 

例 1（課本第 26 頁例 1）分別指出下列複合命題的形式及構成它們的簡單命

題： 

⑴ 24 既是 8 的倍數，也是 6 的被數； 

⑵ 李強是籃球運動員或跳高運動員； 

⑶ 平行線不相交. 

解：⑴ 這個命題是 p 且 q 的形式，其中 p：24 是 8 的倍數，q：24 是 6 的倍

數. 

⑵ 這個命題是 p 或 q 的形式，其中 p：李強是籃球運動員，q：李強是跳高

運動員. 

⑶ 這個命題是非 p 的形式，其中 p：平行線相交.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28 練習 1，2 題 

五、新知探究 2：對於以上三種複合命題，如何判斷其真假呢？由學生完成下列

題目得出真值表： 

1.（1）非 p: 2 不是 10 的約數   (     )   （2） p: 2 是 10 的約數         (     ) 

（3）非 p: 平行線不相交  (     )     （4） p:  平行線相交          (     ) 

2. （1） P: 5 是 10 的約數   (     )       q: 5 是 15 的約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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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且 q: 5 是 10 的約數且是 15 的約數   (     ) 

  （2） p: 矩形的對角線相等   (     ) 

        q: 矩形的對角線互相垂直   (     ) 

P 且 q: 矩形對角線相等且互相垂直   (     ) 

  （3） p:π是有理數   (     ) 

       q:π是自然數     (     )                                  

P 且 q:π是有理數且為自然數   (     ) 

3.（1）P：12 是３的倍數   (     )   q：12 是４的倍數   (     )  

p 或 q：12 是 3 的倍數或是 4 的倍數   (     ) 

（2） P：12 是 3 的倍數    (     )   q：12 是 8 的倍數    (     )   

p 或 q：12 是 3 的倍數或是 8 的倍數   (     ) 

（3） P：12 是 7 的倍數   (     )    q：12 是 8 的倍數    (     )   

  p 或 q：12 是 7 的倍數或是 8 的倍數   (     ) 

 

結合學生回答情況，將上面的表格補充完整，並給出真值表的定義．要求學生對

每一真值表用一句話總結： 

（1）“非 p”形式的複合命題：真假相反 

（2）“p 且 q”形式的複合命題：有假必假，全真才真 

（3）“p 或 q”形式的複合命題：有真必真，全假才假 

六、新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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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分別指出下列各組命題構成的“p 或 q”、“p 且 q”、“非 p”形式的複合

命題的真假． 

（1）p：2＋2＝5，q：3＞2． 

（2）p：9 是質數，q：8 是 12 的約數． 

（3）p：1∈｛1，2｝，q：｛1｝ ｛1，2｝． 

（4）p： ｛0｝，q： ＝｛0｝． 

例 3. 說出下列複合命題的形式，並判斷其真假． 

（1）5≥5． （2）5≥1． 

解：（1）p 或 q 形式．其中，p：5＞5，q：5＝5．p 假，q 真，∴p 或 q 為真，即

5≥5 為真命題． 

（2）p 或 q 形式．其中，p：5＞4，q：5＝4，p 真，q 假，∴p 或 q 為真，即 5≥4

為真命題． 

七、鞏固課堂： 

1. 命題：方程 x2－1＝0 的解是 x＝±1，使用邏輯聯結詞的情況是（  ）． 

A. 沒用使用邏輯聯結詞    B. 使用邏輯聯結詞“且” 

C. 使用邏輯聯結詞“或”    D. 使用邏輯聯結詞“非” 

2. 由下列命題構成的“p 或 q”、“p 且 q”形式的複合命題均為真命題的是

（  ）． 

A. p：4＋4＝9，q：7＞4    B. p：a∈｛a，b，c｝，q：｛a｝ ｛ａ，ｂ，ｃ｝ 

C. p：15 是質數，q：4 是 12 的約數      D. p：2 是偶數，q：2 不是質數 

八、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九、課外作業： 

課本  P31  習題 1．6  第 1、2、3 題 

九、板書設計：  

1.6.1 邏輯聯結詞 

概念： 

表格：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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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1.7.1 四種命題（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 1.理解四種命題的概念；並掌握各種命題的表示形式． 2.能

根據任一命題的原命題寫出其另外三種命題． 

過程與方法：通過讓學生多思考多舉例多回答，培養學生簡單推理的邏輯思

維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 1.通過對四種命題的概念及相互關係的學習，使學

生進一步認識與加強對辯證統一思想的理解． 2.從命題的多樣性、和諧統一性，

使學生進一步感受數學中的美，以及思維的理性之美． 

教學重點：四種命題的概念及相互關係． 

教學難點：由原命題寫出另外三種命題． 

教學方法：啟發、引導式教學法，講練結合．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問題情景： 

1.觀察下列兩個命題，請你們說出它們之間的關係： 

（1）同位角相等，兩直線平行。 

（2）兩直線平行，同位角相等。 

學生很容易回憶起互逆命題的定義: 如果第一個命題的條件（或題設）是第

二個命題的結論，且第一個命題的結論是第二個命題的條件，那麼這兩個命題叫

互逆命題。如果把其中一個命題叫做原命題，那麼另一個叫做原命題的逆命題。 

二、新知探究： 

1.觀察下列兩個命題，請你們說出它們之間的關係？ 

（1）同位角相等，兩直線平行。 

（2）同位角不相等，兩直線不平行。 

由學生回答，師生歸納總結出：互否命題的定義:如果第一個命題的條件和

結論是第二個命題的條件和結論的否定，那麼這兩個命題叫做互否命題。如果把

其中一個命題叫做原命題，那麼另一個叫做原命題的否命題。 

2.觀察下列兩個命題，請你們說出它們之間的關係？ 

（1）同位角相等，兩直線平行。 

（2）兩直線不平行，同位角不相等。 

師生歸納總結出：互為逆否命題的定義:如果第一個命題的條件和結論分別

是第二個命題的結論的否定和條件的否定，那麼這兩個命題叫做互為逆否命題。

如果把其中一個命題叫做原命題那麼另一個叫做原命題的逆否命題。 

3.填空：如果用 p 和 q 分別表示原命題的條件和結論，用非 p 和非 q 分別表示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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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q 的否定．於是，四種命題的形式就是： 

原命題：若 p 則 q． 

逆命題：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命題：_____________________． 

逆否命題：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新知應用： 

例 1. 把下列命題先改寫成“若 p 則 q”的形式，再寫出它們的逆命題、否

命題與逆否命題，並分別判斷它們的真假． 

（1）負數的平方是正數． 

（2）正方形的四條邊相等． 

分析：關鍵是找出原命題的條件 p 與結論 q． 

解：（1）原命題可以寫成：若一個數是負數，則它的平方是正數． 

逆命題：若一個數的平方是正數，則它是負數．逆命題為假． 

否命題：若一個數不是負數，則它的平方不是正數．否命題為假． 

逆否命題：若一個數的平方不是正數，則它不是負數．逆否命題為真． 

（2）原命題可以寫成：若一個四邊形是正方形，則它的四條邊相等． 

逆命題：若一個四邊形的四條邊相等，則它是正方形．逆命題為假． 

否命題：若一個四邊形不是正方形，則它的四條邊不相等．否命題為假． 

逆否命題：若一個四邊形的四條邊不相等，則它不是正方形．逆否命題為真． 

2. 設原命題是“當 c＞0 時，若 a＞b，則 ac＞bc”，寫出它的逆命題、否命

題與逆否命題，並分別判斷它們的真假． 

分析：“當 c＞0 時”是大前提，寫其他命題時應該保留，原命題的條件是

a＞b，結論是 ac＞bc． 

解：逆命題：當 c＞0 時，若 ac＞bc，則 a＞b．逆命題為真．否命題：當 c

＞0 時，若 a≤b，則 ac≤bc．否命題為真．逆否命題：當 c＞0 時，若 ac≤bc，則 a≤b．

逆否命題為真． 

教師歸納總結：要寫出一個命題的另外三個命題關鍵是分清命題的題設和結論

（即把原命題寫成“若 P 則 q”的形式） 

四、鞏固練習： 

（1）根據題意填空： 

①原命題：若 a＞b，則 a+c＞b+c 

逆命題：若 a+c＞b+c，則 a＞b； 

否命題：若 a≤b，則 a+c≤b+c. 

逆否命題：若 a+c≤b+c，則 a≤b.  

②原命題：若 x2＋y2＝0，則 x、y 全為 0；． 

逆命題：若 x、y 全為 0，則 x2＋y2 ＝0； 

否命題：若 x2＋y2≠0，則 x、y 不全為 0； 

逆否命題：若 x、y 不全為 0，則 x2＋y2 ≠0． 

（2）把命題“三邊對應相等的兩個三角形全等”改寫成“若 p 則 q”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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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寫出它的逆否命題： 

原命題：如果兩個三角形三邊對應相等,那麼這兩個三角形全等． 

逆否命題：如果兩個三角形不全等,那麼這兩個三角形三邊不全對應相等． 

（3）填空： 

① 命 題 “ 末 位 元 是 0 的 整 數 ， 可 以 被 5 整 除 ” 的 逆 命 題

是                . 

② 命題“矩形的兩條對角線相等”的否命題是                      . 

③ 命題“到圓心的距離不等於半徑的直線不是圓的切線”的逆否命題

是         . 

（4）.寫出命題“若 xy= 0 則 x = 0 或 y = 0”的逆命題、否命題、逆否命題 

解：逆命題：若 x = 0 或 y = 0    則 xy = 0 

    否命題：若 xy  0           則 x  0 且 y  0 

    逆否命題：若 x  0 且 y  0  則 xy0.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問題？ 

六、課外作業： 

課本第 36 頁  習題 1.7：1，2. 

七、板書設計： 

1.7.1 四種命題 

概念： 

例 1：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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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1.7.2 四種命題（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掌握四種命題的形式和四種命題間的相互關係，會用等價命題

判斷四種命題的真假．理解反證法的基本原理；掌握運用反證法的一般步驟；並

能用反證法證明一些命題；  

過程與方法：多讓學生舉命題的例子，並判斷出四種命題真假，培養學生發

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有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抽象概括

能力和思維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學生的舉例，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和積極性，

培養他們的辨析能力以及培養他們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重點：理解四種命題的關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逆否命題的等價性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寫出下列命題的逆命題、否命題、逆否命題並判斷它們的真假： 

（１）若一個三角形的兩條邊相等，則這個三角形的兩個角相等； 

（２）若一個整數的末位元數位是０，則這個整數能被５整除； 

（３）若 x2=1,則 x=1； 

（４） 若整數 a 是素數，則是 a 奇數。 

二、新知探究： 

1.結合以上練習思考：原命題的真假與其它三種命題的真假有什麼關係？經過學

生的討論，發現： 

①原命題為真，它的逆命題不一定為真。 

②原命題為真，它的否命題不一定為真。 

③原命題為真，它的逆否命題一定為真。 

原命題為假時類似。 

2.結合以上練習讓學生完成下列表格，並啟發學生思考由這個表格我們可以得出

什麼結論： 

原命題 逆命題 否命題 逆否命題 

真 真   

  假 真 

假  真  

 假  假 

由表格學生可以發現：原命題與逆否命題總是具有相同的真假性，逆命題與否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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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也總是具有相同的真假性． 

3.請同學們思考：一個命題的逆命題、否命題與逆否命題之間是否還存在著一定

的關係呢？ 

並請同學根據自己的結論完成下列的表格 

若 P，則 q．  若 q，則 P． 

原命題 
（           ） 

逆命題 
 

（  ）  
    （     ）      （   ） 

 
（    ） 

    逆否 

否命題 
 

逆否命題 
（       ） 

若￢P，則￢q．  若￢q，則￢P． 

由於逆命題和否命題也是互為逆否命題，因此四種命題的真假性之間的關係如

下： 

（1）兩個命題互為逆否命題，它們有相同的真假性； 

（2）兩個命題為互逆命題或互否命題，它們的真假性沒有關係． 

三、鞏固練習： 

把下列命題改寫成“若 p 則 q ”的形式，並寫出它們的逆命題、否命題與逆

否命題，同時指出它們的真假． 

（1）對頂角相等； 

（2）四條邊相等的四邊形是正方形． 

四、新知探究： 

1.情景引入：我們年級有 367 名學生，請你證明這些學生中至少有兩個學生在同

一天過生日．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證明。  

學生很容易得出：運用反證法證明這個問題，首先是根據“至少有兩個學生

在同一天過生日”的反面是“任何兩個學生都不在同一天過生日”，也就是反設

“假設任何兩個學生都不在同一天過生日”，從這個反設出發就會推出這 367 人

就會有不同的 367 天過生日，這就出現了與一年只有 365 天（閏年 366 天）的矛

盾．產生這個矛盾的來源是由於開始的反設，因此反設不成立，這樣得出了“至

少有兩個學生在同一天過生日”的結論． 

從而很容易引導學生回憶起反證法的步驟： 

（l）假設命題的結論不成立，即假設結論的反面成立； 

（2）從這個假設出發，經過推理論證，得出矛盾； 

（3）由矛盾判定假設不正確，從而肯定命題的結論正確． 

簡寫反證法證題的步驟： 

    1．反設； 2．歸謬； 3．結論 

五、新知應用： 

例 1. （課本第 35 頁例 3）用反證法證明：如果 a>b>0，那麼 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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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運用反證法證明這道題時，怎樣進行反設？ a b 的反面是否僅有

a b ？ 

引導學生分析討論後師生共同完成。 

證明：假設 a 不大於 b ，則或者 a < b ,或者 a = b . 

∵a>0，b>0， 

∴ a < b  a a < b a ， a b < b b  

 aba  ， bab  a<b； 

a = b a=b.這些都同已知條件 a>b>0 矛盾，∴ ba  . 

證法二（直接證法）   bababa  ， 

∵a>b>0,∴a  b>0 即    0 baba ,∴ 0 ba  

∴ ba   

例 2．（課本第 35 頁例 4）用反證法證明：圓的兩條不是直徑的相交弦不能

互相平分. 

提問：在證明文字命題時，我們一般先要如何處理？用反證法證明這道題如

何進行反設？怎樣進行歸謬？ 

已知：如圖，在⊙O 中，弦 AB、CD 交於 P，且 AB、CD 不是直徑. 

求證：弦 AB、CD 不被 P 平分. 

分析：假設弦 AB、CD 被 P 平分，連結 OP 後，可推出

AB、CD 都與 OP 垂直，則出現矛盾. 

證明：假設弦 AB、CD 被 P 平分，由於 P 點一定不是圓

心 O，連結 OP，根據垂徑定理的推論， 

有 OP⊥AB，OP⊥CD，即過點 P 有兩條直線與 OP 都垂直， 

這與垂線性質矛盾.  

∴弦 AB、CD 不被 P 平分. 

這道題目還有什麼方法證明嗎？ 

師生共同總結：運用反證法在歸謬中所匯出的矛盾可以是與已知條件的矛盾，也

可以是與某個公理、定理的矛盾，也可以是證明過程中自相矛盾． 

六、課堂練習： 

課本 P36 練習 1，2 

七、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課外作業： 

課本 P36 習題 1.7 第 3，4，5 題。 

九、板書設計： 

1.7.2 四種命題 

表格： 

步驟：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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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1.8.1 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一）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正確理解充分不必要條件、必要不充分條件的概念；會判斷命

題的充分條件、必要條件． 

過程與方法：通過對充分條件、必要條件的概念的理解和運用，培養學生分

析、判斷和歸納的邏輯思維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學生的舉例，培養他們的辨析能力以及培養他們

的良好的思維品質，在練習過程中進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教育． 

教學重點：充分條件、必要條件的概念． 

教學難點：判斷命題的充分條件、必要條件。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同學們，當某一天你和你的媽媽在街上遇到老師的時候，你向老師介紹你

的媽媽說：“這是我的媽媽”.那麼，大家想一想這個時候你的媽媽還會不會補

充說：“你是她的孩子”呢？不會了！為什麼呢？.那麼，這在數學中是一層什

麼樣的關係呢？今天我們就來學習這個有意義的課題—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 

二、新知探究： 

1.寫出下列兩個命題的條件和結論，並判斷是真命題還是假命題？ 

（1）若     ，則      ； 

（2）若       ，則       ； 

（3）全等三角形的面積相等； 

（4）對角線互相垂直的四邊形是菱形 

2.由上面的題目：對於命題“若 p，則 q”，有時是真命題，有時是假命題．如

何判斷其真假的？ 

學生經過思考回答：看 p 能不能推出 q，如果 p 能推出 q，則原命題是真命題，

否則就是假命題． 

3.老師歸納總結： 

簡單地說，“若 p 則 q”為真，記作 pq（或 qp）； 

“若 p 則 q”為假，記作 p q（或 q p）. 

  一般地，“若 p，則 q”為真命題，是指由 p 通過推理可以得出 q．這時，我

們就說，由 p 可推出 q，記作：pq． 

定義：如果命題“若 p，則 q”為真命題，即 p  q,那麼我們就說 p 是 q 的

充分條件；q 是 p 必要條件． 

1x 12 x

22 yx  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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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叫做推斷符號. 

例如，“若 x>0，則 x2>0”是一個真命題，可寫成：x>0 x2>0 

三、新知應用： 

例１.下列“若 p，則 q”形式的命題中，那些命題中的 p 是 q 的充分條件？ 

（1）若 x ＝1，則 x2 － 4x ＋ 3 ＝ 0；（2）若 f(x)＝ x，則 f(x)為增函數； 

（3）若 x 為無理數，則 x2 為無理數． 

提問：我們要判斷 p 是否是 q 的充分條件，必須根據什麼條件． 

例 2．指出下列各組命題中，p 是 q 的什麼條件，q 是 p 的什麼條件： 

⑴ p：x=y；q：x2=y2.  

⑵ p：三角形的三條邊相等；q：三角形的三個角相等. 

分析：可根據“若 p 則 q”與“若 q 則 p”的真假進行判斷. 

解：⑴由 pq，即 x=yx2=y2，知 p 是 q 的充分條件，q 是 p 的必要條件. 

⑵由 pq，即三角形的三條邊相等三角形的三個角相等，知 p 是 q 的充分條

件，q 是 p 的必要條件； 

又由 qp，即三角形的三個角相等三角形的三條邊相等，知 q 也是 p 的充分

條件，p 也是 q 的必要條件. 

四、課堂練習： 

課本 P38 練習：1，2.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外作業： 

補充：用“充分”或“必要”填空，並說明理由： 

⒈“a 和 b 都是偶數”是“a+b 也是偶數”的 充分 條件； 

⒉“四邊相等”是“四邊形是正方形”的 必要 條件； 

⒊“x 3”是“|x| 3”的 充分 條件； 

⒋“x-1=0”是“x2-1=0”的 充分 條件； 

⒌“兩個角是對頂角”是“這兩個角相等”的 充分 條件； 

⒍“至少有一組對應邊相等”是“兩個三角形全等”的必要條件； 

⒎對於一元二次方程 ax2+bx+c=0（其中 a,b,c 都不為 0）來說，“b2-4ac 0”

是“這個方程有兩個正根”的 必要 條件； 

⒏“a=2，b=3”是“a+b=5”的 充分 條件； 

⒐“a+b 是偶數”是“a 和 b 都是偶數”的 必要 條件； 

⒑“個位數字是 5 的自然數”是“這個自然數能被 5 整除”的充分 條件. 

七、板書設計 

1.8.1 充分條件與必要條

件 

概念： 

例 1：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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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1.8.2 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二）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正確理解充要條件的定義,瞭解充分而不必要條件, 必要而

不充分條件, 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條件的定義．（2）正確判斷充分不必要條件、 必

要不充分條件、充要條件、 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條件.（3）通過學習，使學生明

白對條件的判定應該歸結為判斷命題的真假,． 

過程與方法：在觀察和思考中，在解題和證明題中，培養學生思維能力的嚴

密性品質． 

情感、態度、價值觀：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培養嚴謹

的學習態度，培養積極進取的精神． 

教學重點：1.正確區分充要條件；2.正確運用“條件”的定義解題  

教學難點：正確區分充要條件．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1.提問：已知 p：整數 a 是 2 的倍數；q：整數 a 是偶數.請判斷： p 是 q 的充分條

件嗎？p 是 q 的必要條件嗎？ 

由學生運用上一節課的知識來獨立完成：易知：pq，故 p 是 q 的充分條件； 

又 q  p，故 p 是 q 的必要條件．此時,我們說, p 是 q 的充分必要條件 

二、新知探究： 

1.如果既有 pq，又有 qp，就記作 p q.此時，p 既是 q 的充分條件，p

又是 q 的必要條件，我們就說，p 是 q 的充分必要條件，簡稱充要條件.（當然此

時也可以說 q 是 p 的充要條件） 

例如，“x=0，y=0”是“x2+y2=0”的充要條件；“三角形的三條邊相等”是

“三角形的三個角相等”的充要條件. 

概括地說,如果 p  q,那麼 p 與 q 互為充要條件. 

注意：⑴符號“”叫做等價符號.“p q”表示“pq 且 pq”；也表

示“p 等價於 q”. “p q”有時也用“pq”； 

三、鞏固練習： 

類比我們學過的定義，完成下列的填空題： 

（1）若 pq，但 p q，則說 p 是 q 的_________________； 

（2）若 p q，但 pq，則說 p 是 q 的_________________； 

（3）若 p q，且 p q，則說 p 是 q 的_________________. 

四、新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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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P38 例 2)指出下列各組命題中，p 是 q 的什麼條件（在“充分而不必要條

件”、“必要而不充分條件”、“充要條件”、“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條件”中選

出一種）？ 

⑴p：(x-2)(x-3)=0；q：x-2=0. 

⑵p：同位角相等；q：兩直線平行.⑶p：x=3；q：x2=9. 

⑷p：四邊形的對角線相等；q：四邊形是平行四邊形. 

解：⑴∵(x-2)(x-3)=0 x-2=0，(x-2)(x-3)=0x-2=0， 

∴p 是 q 的必要而不充分的條件； 

          ⑵∵同位角相等兩直線平行，∴p 是 q 的充要條件； 

          ⑶∵x=3x2=9， x=3 x2=9，∴p 是 q 的充分而不必要的條件； 

          ⑷∵四邊形的對角線相等 四邊形是平行四邊形，四邊形的對角線相

等 四邊形是平行四邊形， 

   ∴p 是 q 的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的條件. 

 

五、鞏固練習： 

1.課本 P39 練習 1，2 ， 

2.課本 P40 習題 1.8 第 2，3. 

六、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七、課外作業： 

課本 P40 習題 1.8 第 2，3. 

八、板書設計： 

1.8.2 充分條件與必要條

件 

概念： 

例：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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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集合與簡易邏輯複習課 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掌握集合、交集、並集、補集的概念及有關性質；（2）掌

握集合的有關術語和符號；（3）運用性質解決一些簡單的問題； 

過程與方法：通過對集合的綜合綜合問題的學習，鞏固所學的知識引導學生

積極思維，培養學生團結合作的意識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數形之間轉

換等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勇於探索、敢於創新的精神，初步具備應用

數學知識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意識，從探索中獲得成功的體驗。 

教學重點：集合的相關運算。 

教學難點：集合知識的綜合運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回顧： 

1、知識結構: 

本章知識主要分為集合、簡單不等式的解法（集合化簡）、簡易邏輯三部分： 

 
2． 提問：什麼叫集合？元素？集合的表示方法有哪些？ 

3． 提問：什麼叫交集？並集？補集？符號語言如何表示？圖形語言如何表示？ 

4． 提問：什麼叫子集？真子集？空集？相等集合？有何性質？ 

5． 交集、並集、補集的有關運算結論有哪些？ 

6． 集合問題的解決方法：Venn 圖示法、數軸分析法。 

二、新知應用： 

（一） 集合的基本運算： 

例 1：設 U=R，A={x|-5<x<5},B={x|0≤x<7},求 A∩B、A∪B、CU A 、CU B、 

(C U A)∩(C U B)、(C U A)∪(C U B)、C U (A∪B)、C U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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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略） 

注意：不等式的交、並、補集的運算，用數軸進行分析，注意端點。 

例 2：全集 U={x|x<10，x∈N  }，A U，B U，且（C U B）∩A={1,9}，A∩B={3}，

（C U A)∩(C U B)={4,6,7}，求 A、B。 

解：（略） 

說明：列舉法表示的數集問題用 Venn 圖示法、觀察法。 

（二）集合性質的運用： 

例 3：A={x|x 2 +4x=0}，B={x|x 2 +2(a+1)x＋a 2 －1=0}, 若 A∪B=A，求實數 a 的值。 

解：（略） 

注意 B 為空集可能性；一元二次方程已知根時，用代入法、韋達定理，要注意判

別式。 

例 4：已知集合 A={x|x>6 或 x<-3}，B={x|a<x<a+3}，若 A∪B=A，求實數 a 的取

值範圍。     

    解：（略） 

三、鞏固練習： 

1．已知 A={x|-2<x<-1 或 x>1}，A∪B={x|x＋2>0}，A∩B={x|1<x≦3}，求集合 B。 

2．P={0,1}，M={x|x P}，則 P 與 M 的關係是            。 

3．已知 50 名同學參加跳遠和鉛球兩項測驗，分別及格人數為 40、31 人，兩項

均不及格的為 4 人，那麼兩項都及格的為      人。 

4．滿足關係{1,2} A {1,2,3,4,5}的集合 A 共有      個。 

5．已知集合 A∪B＝{x|x<8,x∈N}，A＝{1,3,5,6}，A∩B={1,5,6}，則 B 的子集的集

合一共有多少個元素？    

6．已知 A＝{1,2,a}，B＝{1,a 2 }，A∪B＝{1,2,a}，求所有可能的 a 值。 

7．設 A＝{x|x 2 －ax＋6＝0}，B＝{x|x 2 －x＋c＝0}，A∩B＝{2}，求 A∪B。 

8．集合 A={x|x2+px-2=0},B={x|x2-x+q=0},若 A B={-2，0，1}，求 p、q。 

9． A={2，3，a2+4a+2}，B={0，7，a2+4a-2，2-a}，且 A B ={3，7}，求 B。 

10．已知 A={x|x<-2 或 x>3}，B={x|4x+m<0}，當 AB 時，求實數 m 的取值範圍。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課外作業： 

1． 課本 P46 複習參考題一：1，2，3，4，5 

六：板書設計： 

集合與簡易邏輯複習課 

知識結構： 

例題 

練習： 

例題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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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集合與簡易邏輯複習課(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 1.掌握帶絕對值的不等式與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 2.理解

邏輯聯結詞“或”、“且”、“非”的含義；理解四種命題及其相互關係；進一

步瞭解反證法，會用反證法證明簡單的問題；掌握充要條件的意義； 

過程與方法：在鞏固所學的知識過程中，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培養學生團結

合作的意識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數形之間轉換等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勇於探索、敢於創新的精神，初步具備應用

數學知識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意識，從探索中獲得成功的體驗。 

教學重點：知識的綜合運用。 

教學難點：知識的綜合運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回顧： 

課前已經叫同學把命題、充分條件、必要條件等相關知識內容及解不等式的方法

整理歸納了，這節課我們就繼續加強對對這一部分內容的靈活運用。 

二、新知應用： 

例 1 解下列關於 x 的不等式： 

     ① 0|)|1)(1(  xx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② 0)3)((  aaxax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略） 

 

例 2 已知命題 p： 2 0, 10 0x x x   或 ，q：  1 1x m x m    ，其中 0m . 

（1）寫出 p ；（2）若 q 是 p 的必要條件，求 m 的取值範圍. 

解：（略） 

 

三、鞏固練習： 

變式 1 設命題 : |4 3| 1p x  ；命題 2: (2 1) ( 1) 0q x a x a a     ,若 q 是 p 的必要不充分條

件．求實數 a 的取值範圍. 

 

四、新知應用： 

例 3 寫出下列命題的否定，並判斷其真假. 

（1） 2 1
: , 0

4
p x R x x     ；  （2） :q 所有正方形都是矩形；  （3） :r 至少有一

個實數 x，使 3 1 0x   . 

解：（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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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鞏固練習： 

1.變式 2 分別寫出下列命題的逆命題，否命題，逆否命題，並判斷其真假． 

 （1）矩形的對角線相等且互相平分； 

 （2）正偶數不是質數． 

2.課本 P46 複習參考題一：6，7，11 

 

六、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七、課外作業： 

課本 P46 複習參考題一：8，9，12，13 

八：板書設計： 

集合與簡易邏輯複習課 2 

例 1 

例 2 

練習： 

例 3 

練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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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1.1 函數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理解函數的定義；(2)明確決定函數的定義域、值域和對應

法則三個要素； 

過程與方法：（1）重視基礎知識的教學、基本技能的訓練和能力的培養；（2）

啟發學生能夠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善於獨立思考，學會分析問題和創造地解決

問題；（3）通過教師指導發現知識結論，培養學生抽象概括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和積極性，陶冶學生的情操，

培養學生堅忍不拔的意志，實事求是的科學學習態度和勇於創新的精神。 

教學重點：理解函數的概念. 

教學難點：函數的概念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1.汽車以 60 千米/時的速度勻速行駛,行駛路程 y(千米)與行駛時間 x(時)之間的關

係. 

2.下列函數屬於何種類型的函數。 

（1）     (2)     (3)  

問題 1：誰能回憶起函數的定義嗎? 

問題 2： 1y （ Rx ）是函數嗎？ 

問題 3： xy  與
x

x
y

2

 是同一函數嗎？ 

顯然僅用初中的函數的概念很難回答這些問題，因此需要從新的角度來認

識函數的概念。 

二、新知探究： 

問題 4:函數 y=5x2 的圖像是通過列表描點得到的，那麼我們能否用以下的對應關

係圖的方式來表示呢？ 

 
問題 5：函數 能否作出對應關係圖? 請同學仿照上面的例子畫出對應關

平方的 5 倍 

5 

2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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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圖. 

問題 6：觀察下列的對應關係圖，寫出每一個 A 集合裏的數據按照怎樣的對應關

係得到 B 集合裏的值。我們能夠寫成函數的解析式嗎？ 

030
045
060

090

2

1

2

2

2

3

9

4

1

1

-1

2

-2
3

-3

3
-3

2
-2
1

-1

1

4

9

1

2

3

1
2

3
4
5
6

(1) (2)

(3) (4)

开平方 求正弦

求平方 乘以2

A

A

A

A

B B

B
B

1

 
問題 7：由上面的題目我們能否得出：（1）對應關係圖包含哪些要素?（2）函數

值如何得到? 

根據學生的回答，老師給出以下的概念： 

1.函數的有關概念    

設 A，B 是非空的數集，如果按某個確定的對應關係 f ，使對於集合 A 中

的任意一個 x，在集合 B 中都有唯一確定的數 )(xf 和它對應，那麼就稱 BAf :

為從集合 A 到集合 B 的函數，記作 

)(xfy  ， xA 

其中 x 叫引數，x 的取值範圍 A 叫做函數 )(xfy  的定義域；與 x 的值相對應的 y

的值叫做函數值，函數值的集合 Axxf |)( （B）叫做函數 y=f(x)的值域. 

函數符號 )(xfy  表示“y 是 x 的函數”，有時簡記作函數 )(xf .  

(1)函數實際上就是集合 A 到集合 B 的一個特殊對應 BAf :  

這裡 A, B 為非空的數集. 

（2）A：定義域，原象的集合；  Axxf |)( ：值域，象的集合 ,其中

 Axxf |)(   B ； f ：對應法則 ， xA  ， y B 

（3）函數符號： )(xfy    y 是 x  的函數，簡記 )(xf  

2.函數的三要素：  對應法則 f 、定義域 A、值域 Axxf |)(  

     只有當這三要素完全相同時，兩個函數才能稱為同一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8：學習了用集合和對應的語言敘述函數的概念後，我們能否解決 1y

（ Rx ）是函數嗎？ xy  與
x

x
y

2

 是同一函數嗎？ 

三、新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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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已知函數 )(xf =3 2x -5x+2，求 f(3), f(- 2 ), f(a+1). 

解：f(3)=3× 23 -5×3+2=14； 

f(- 2 )=3×(- 2 ) 2 -5×(- 2 )+2=8+5 2 ； 

f(a+1)=3(a+1) 2 -5(a+1)+2=3a 2 +a.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55 練習 3 

五、新知運用： 

例 2 下列函數中哪個與函數 xy  是同一個函數？ 

⑴  2xy  ；⑵ 3 3xy  ；⑶ 2xy   

解：⑴  2xy  ＝ x （ 0x ）, 0y ，定義域不同且值域不同，不是；  

⑵ 3 3xy  ＝ x （ Rx ）, Ry ，定義域值域都相同，是同一個函數； 

⑶ 2xy  ＝| x |=




 x

x,

0

0





x

x
, 0y ；值域不同，不是同一個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六、鞏固練習： 

課本 P55 習題 2.1 第 4 題 

七、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課後作業： 

課本第 51－52 習題 2.1：1，2，3 

九、板書設計: 

2.1.1 函數的概念 

概念： 

例：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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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1.2 函數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能夠正確理解和使用“區間”、“無窮大”等記號；掌握分式

函數、根式函式定義域的求法，掌握求函數解析式的思想方法； 

過程與方法：培養抽象概括能力和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和積極性，陶冶學生的情操，

培養學生堅忍不拔的意志，實事求是的科學學習態度和勇於創新的精神。 

教學重點：“區間”、“無窮大”的概念，定義域的求法 

教學難點：正確求分式函數、根式函式定義域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函數的三要素是什麼？ 

前面我們已經學習了函數的概念，今天我們來學習區間的概念和記號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二、講解新課： 

1．區間的概念和記號 

在研究函數時,常常用到區間的概念，它是數學中常用的述語和符號. 

設 a,bR ,且 a<b.我們規定： 

①滿足不等式 a x b 的實數 x 的集合叫做閉區間，表示為[a,b]； 

②滿足不等式 a<x<b 的實數 x 的集合叫做開區間，表示為（a,b）； 

③滿足不等式 a x<b 或 a<x b 的實數 x 的集合叫做半開半閉區間，分別表

示為[a，b) ,(a，b]. 

這裡的實數 a 和 b 叫做相應區間的端點. 

在數軸上，這些區間都可以用一條以 a 和 b 為端點的線段來表示，在圖中，

用實心點表示包括在區間內的端點，用空心點表示不包括在區間內的端點： 

定 義 名  稱 符 

號 

數 軸 表 示 

{x|a x b} 閉區間 [a，b] 
   

{x|a<x<b} 開區間 (a，b)   

 
{x|a x<b} 左閉右開區間 [a，b]   

  
{x|a<x b} 左開右閉區間 (a，b)    



 49 

這樣實數集 R 也可用區間表示為(- ,+ ),“”讀作“無窮大”，“-”

讀作“負無窮大”，“+”讀作“正無窮大”.還可把滿足 x a，x>a，x b，x<b

的實數 x 的集合分別表示為[a，+ ) ，（a，+）,(-  ,b ] ,(-  ,b). 

注意：書寫區間記號時： 

①有完整的區間週邊記號（上述四者之一）； 

②有兩個區間端點，且左端點小於右端點； 

③兩個端點之間用“，”隔開. 

2．求函式定義域的基本方法 

問題 2：填空： 

1．一次函數 baxxf )( )0( a :定義域______, 值域___________; 

2．反比例函
x

k
xf )( )0( k :定義域_________, 值域____________; 

3．二次函數 cbxaxxf  2)( )0( a :定義域_____________; 

值域：當 0a 時，___________；當 0a 時，________________. 

老師指出：我們約定，如果不單獨指出函數的定義域是什麼集合，那麼函數

的定義域就是能使這個式子有意義的所有實數 x 的集合.有這個約定，我們在用

解析式給出函數的對應法則的同時也就給定了定義域，而求函數的定義域就是在

這個意義之下寫出使式子有意義的所有實數組成的集合. 

三、講解範例： 

例 1 .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 

① 
2

1
)(




x
xf ；② 23)(  xxf ；③ 

x
xxf




2

1
1)( . 

問題 3：剛才我們說求函數的定義域就是要怎樣？ 

解：①∵x-2=0，即 x=2 時，分式
2

1

x
無意義， 

而 2x 時，分式
2

1

x
有意義，∴這個函數的定義域是 2| xx . 

②∵3x+2<0，即 x<-
3

2
時，根式 23 x 無意義， 

而 023 x ，即
3

2
x 時，根式 23 x 才有意義， 

∴這個函數的定義域是{ x |
3

2
x }. 

③∵當 0201  xx 且 ，即 1x 且 2x 時，根式 1x 和分式
x2

1
 同

時有意義， 

∴這個函數的定義域是{ x | 1x 且 2x } 

另解：要使函數有意義，必須：  








02

01

x

x
  









2

1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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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函數的定義域是： { x | 1x 且 2x }  

以提問的形式總結歸納：（學生回答） 

求用解析式 y=f(x)表示的函數的定義域時，常有以下幾種情況： 

①若 f(x)是整式，則函數的定義域是實數集 R； 

②若 f(x)是分式，則函數的定義域是使分母不等於 0 的實數集； 

③若 f(x)是二次根式，則函數的定義域是使根號內的式子大於或等於 0 的實

數集合； 

④若 f(x)是由幾個部分的數學式子構成的，則函數的定義域是使各部分式子

都有意義的實數集合； 

⑤若 f(x)是由實際問題抽象出來的函數，則函數的定義域應符合實際問題.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55 練習 4 

 

五、例題講解： 

例 2 若函數
a

axaxy
12  的定義域是 R，求實數 a 的取值範圍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定義域是 R,∴ 恒成立，0
12 
a

axax  

∴











20

0
1

4

0
2 a

a
aa

a
等价于  

例 3 若函數 )(xfy  的定義域為[1，1]，求函數 )
4

1
(  xfy )

4

1
(  xf 的定

義域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要使函數有意義，必須： 

4

3

4

3

4

5

4

3
4

3

4

5

1
4

1
1

1
4

1
1


























x

x

x

x

x
 

∴函數 )
4

1
(  xfy )

4

1
(  xf 的定義域為：










4

3

4

3
| xx  

例 4 已知 f(x)滿足 x
x

fxf 3)
1

()(2  ，求 )(xf ； 

解：∵已知 x
x

fxf 3)
1

()(2             ①， 

將①中 x 換成
x

1
得

x
xf

x
f

3
)()

1
(2          ②， 

①×2-②得
x

xxf
3

6)(3     ∴
x

xxf
1

2)(  . 

六、鞏固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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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設 )(xf 的定義域是[3， 2 ]，求函數 )2( xf 的定義域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要使函數有意義，必須： 223  x   得： 221  x  

  ∵ x ≥0    ∴ 220  x      2460  x  

  ∴ 函數 )2( xf 的定域義為： 2460|  xx  

2．已知 f(x)是一次函數, 且 f[f(x)]=4x1, 求 f(x)的解析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設 f(x)=kx+b 則 k(kx+b)+b=4x1 

則




















3

1
2

1)1(

42

b

k

bk

k
 或 









1

2

b

k
 

∴
3

1
2)(  xxf 或 12)(  xxf  

3．若 xxxf 21(  ） ,求 f(x)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法一（換元法）：令 t= 1x 則 x=t 2 1, t≥1 代入原式有 

         1)1(2)1()( 22  ttttf    

∴ 1)( 2  xxf   （x≥1） 

   解法二（定義法）： 1)1(2 2  xxx     

∴ 1)1()1( 2  xxf     1x ≥1         

∴ 1)( 2  xxf   (x≥1) 

七、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生了什麼內容？ 

八、課後作業：課本第 56 頁習題 2.1 第 5，6 題。 

九、板書設計： 

2.1.2 函數 

求定義域的幾種情況：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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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1.3 函數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瞭解映射的概念及表示方法;（2）瞭解象與原象的概念;（3）

會結合簡單的 

圖示，瞭解一一映射的概念； 

過程與方法：（1）重視基礎知識的教學、基本技能的訓練和能力的培養；（2）

啟發學生能夠 

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善於獨立思考，學會分析問題和創造地解決問題；（3）通

過教師指導發現知識結論，培養學生抽象概括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感受對應關係在刻畫函數和映射概念中的作用,提高對

數學高度抽象性 

和廣泛應用性的進一步認識。      

教學重點：映射的概念 

教學難點：映射的概念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觀察下列的四個對應關係，能否講出那幾個有共同的特點？ 

030
045
060

090

2

1

2

2

2

3

9

4

1

1

-1

2

-2
3

-3

3
-3

2
-2
1

-1

1

4

9

1

2

3

1
2

3
4
5
6

(1) (2)

(3) (4)

开平方 求正弦

求平方 乘以2

A

A

A

A

B B

B
B

1

 

二、新課講解： 

1.映射：設 A，B 是兩個集合，如果按照某種對應法則 f，對於集合 A 中的

任何一個元素，在集合 B 中都有唯一的元素和它對應，這樣的對應（包括集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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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及 A 到 B 的對應法則 f）叫做集合 A 到集合 B 的映射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記作： BAf :  

象、原象：給定一個集合 A 到集合 B 的映射，且 BbAa  , ，如果元素 a 和

元素b 對應，則元素b 叫做元素 a 的象，元素 a 叫做元素b 的原象。 

問題 2：從上面的四個對應關係和映射的概念能否得出：A，B 是兩個集合兩個

集合有沒有順序性的？ 

三、例題講解： 

例 1 判斷下列對應是否映射？有沒有對應法則？ 

    

        a        e        a       e        a        e 

        b        f        b       f        b        f 

        c        g        c       g       c         g 

                          d                        d 

例 2 下列各組映射是否同一映射？ 

 

a       e            a       e             d        e 

      b        f            b       f             b        f 

      c        g            c       g             c        g 

 

例 3 判斷下列兩個對應是否是集合 A 到集合 B 的映射？  

（1）設 A={1，2，3，4}，B={3，4，5，6，7，8，9}， 

對應法則 12:  xxf  

    （2）設 }1,0{,*  BNA ，對應法則 得的余数除以2: xxf   

          （3） NA  ， }2,1,0{B ， 除所得的余数被3: xxf   

（4）設 }
4

1
,

3

1
,

2

1
,1{},4,3,2,1{  YX 取倒数xxf :  

         （5） NBNxxxA  },,2|{ ， 的最大质数小于xxf :  

四、課堂練習： 

1.課本第 57 頁習題 2.1：7，8 

2．下麵哪一個說法正確？ 

（A）對於任意兩個集合 A 與 B，都可以建立一個從集合 A 到集合 B 的映射 

（B）對於兩個無限集合 A 與 B，一定不能建立一個從集合 A 到集合 B 的映射 

（C）如果集合 A 中只有一個元素，B 為任一非空集合，那麼從集合 A 到集合

B 只能建立一個映射 

（D）如果集合 B 只有一個元素，A 為任一非空集合，則從集合 A 到集合 B 只

能建立一個映射 

3．在從集合 A 到集合 B 的映射中，下列說法哪一個是正確的？ 

（A）B 中的某一個元素 b 的原象可能不止一個 

（B）A 中的某一個元素 a 的象可能不止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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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中的兩個不同元素所對應的象必不相同 

（D）B 中的兩個不同元素的原象可能相同 

4.填空： 

(1)從 R 到 R*的映射 f：x→|x|+1，則 R 中的元素-1 在 R*中的像是____,R*中的

元素 4 中 R 中的原像是_______. 

(2)在給定的映射 f：（x，y）→（x+y，x-y）下,則點（1，2）在 f 下的像是_________, 

(3)已知(x,y)在映射 f 的作用下的像是：（x+y,xy）,則點（3，4）在 f 下的像是

_________, 

點（1，-6）在 f 下的原像是________________.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1．設 A={1,2,3,4}，B={3,4,5,6,7,8,9}，集合 A 中的元素 x 按照對應法則“乘

2 加 1”和集合 B 中的元素 2x+1 對應．這個對應是不是映射？（是） 

2．設 A=N*，B={0，1}，集合 A 中的元素 x 按照對應法則“x 除以 2 得的

餘數”和集合 B 中的元素對應．這個對應是不是映射？（不是（A 中沒有象）） 

3．A=Z，B=N*，集合 A 中的元素 x 按照對應法則“求絕對值”和集合 B

中的元素對應．這個對應是不是映射？ （是） 

4．A={0,1,2,4}，B={0,1,4,9,64}，集合 A 中的元素 x 按照對應法則“f ：a 

b=(a1)2”和集合 B 中的元素對應．這個對應是不是映射？ （是） 

5．集合 A=N，B={m|m=
12

12





n

n
,n∈N},f:x→y=

12

12





x

x
，x∈A，y∈B.請計算在 f

作用下，象
11

9
，

13

11
的原象分別是多少.( 5，6.) 

分析：求象
11

9
的原象只需解方程

12

12





x

x
=

11

9
求出 x 即可.同理可求

13

11
的原象. 

七、板書設計： 

2.1.3 函數 

概念： 

例 1： 

練習： 

例 2，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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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2.1 函數的標記法 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掌握函數的解析法、列表法、圖像法三種主要表示方法；

（2）培養數形結合、分類討論的數學思想方法，掌握分段函數的概念； 

過程與方法：通過對生活中實際問題的分析與探討，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培

養學生團結合作的意識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數形之間轉換等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勇於探索、敢於創新的精神，初步具備應用

數學知識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意識，從探索中獲得成功的體驗。 

教學重點：解析法、圖像法 

教學難點：作函數圖像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同學們會畫出 的圖像嗎?畫圖的步驟有那些？請同學把它的圖

像畫出來？ 

問題 2：我們由上面的畫圖過程，能否回憶起函數的表達方式有那些？ 

二、探究新知： 

問題 3：由上面畫 的圖像的過程我們能否得出解析法、圖像法和列表

法各是怎樣表示函數的？它們的優點和缺點分別是什麼？ 

學生經過充分的討論和老師的引導得出： 

⑴解析法：就是把兩個變數的函數關係，用一個等式表示，這個等式叫做

函數的解析運算式，簡稱解析式. 

問題 4：我們還學習過那些用解析式表示函數關係的？ 

學生回答：s=60 2t ，A= 2r ，S=2 rl ,y=a 2x +bx+c(a 0),y= 2x (x 2)等等

都是用解析式表示函數關係的. 

優點：一是簡明、全面地概括了變數間的關係；二是可以通過解析式求出

任意一個引數的值所對應的函數值.中學階段研究的函數主要是用解析法表示的

函數. 

⑵列表法：就是列出表格來表示兩個變數的函數關係. 

問題 5：生活中我們在哪裡見過用列表法表示函數關係的？  

學生回答：銀行裡的利息表，列車時刻表等等都是用清單法來表示函數關係

的.公共汽車上的票價表 

優點：不需要計算就可以直接看出與引數的值相對應的函數值. 

⑶圖像法：就是用函數圖像表示兩個變數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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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

x<0
1

x

x

{y=

x

y

x

y

問題 6：生活中我們在哪裡見過用圖象法表示函數關係的？ 

學生回答：股市走向圖等都是用圖像法表示函數關係的. 

優點：能直觀形象地表示出引數的變化，相應的函數值變化的趨勢，這樣

使得我們可以通過圖像來研究函數的某些性質. 

三、新知應用： 

例 1 某種筆記本每個 5 元，買 x{1,2,3,4}個筆記本的錢數記為 y（元），試

寫出以 x 為引數的函數 y 的解析式，並畫出這個函數的圖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這個函數的定義域集合是{1,2,3,4}，函數的解析式為 

y=5x，x{1,2,3,4}. 

它的圖像由 4 個孤立點 A (1， 5) B (2， 10) C (3， 15) D (4， 20)

組成，如圖所示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例 2 畫出函數 y=|x|=








.0

,0

xx

xx
的圖像. 

解：這個函數的圖像是兩條射線，分別是第一象限和第二象限的角平分線，

如圖所示.  

 

 

 

問題 7：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函數的圖像是否一定是連續的？為什麼？ 

從學生的回答，老師給出：函數在它的定義域中，對於引數 x 的不同取值範

圍，對應關係不同，這種函數通常稱為分段函數。 

注意：分段函數的解析式不能寫成幾個不同的方程，而就寫函數值幾種不同

的運算式並用一個左大括弧括起來，並分別注明各部分的引數的取值情況． 

四、課堂練習： 

1.課本 P61 練習 2.   2.課本第 61 頁練習 1，3   3.課本第 61 習題 2.2：2（1） 

五、例題講解： 

例 3 作出分段函數 21  xxy 的圖像 

解：根據“零點分段法”去掉絕對值符號，即： 

 21  xxy =












12

3

)12(

x

x

   

1

12

2







x

x

x

 

作出圖像如右圖所示： 

六、課堂小結：   

本節課學習了什麼內容？ 

七、課後作業：課本第 61 習題 2.2：1，2（2），3 

八、板書設計： 

2.2.1 函數的表示方法 

方法：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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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2.2 函數的標記法 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理解分段函數的概念，建立簡單實際問題的分段函數的關係

式，會求分段函數的定義域和分段函數在點 0x  處的函數值 ，掌握分段函數的

作圖方法，在此基礎上，能應用分段函數來解決與之有關的問題． 

過程與方法：通過對生活中實際問題的分析與探討，引導學生積極思維，

培養學生團結合作的意識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數形之間轉換等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勇於探索、敢於創新的精神，初步具備應

用數學知識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意識，從探索中獲得成功的體驗． 

教學重點：（1）分段函數的概念；（2）分段函數的圖像． 

教學難點：（1）建立實際問題的分段函數關係；（2）分段函數的圖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函數的表示方法有幾種？在什麼情況下用那種？ 

二、新課講解： 

例 1.國內投寄信函（外埠），每封信函不超過 20g 付郵資 80 分，超過 20g 而

不超過 40g 付郵資 160 分，依次類推，每封 x g(0<x 100)的信函應付郵資為（單

位：分），試寫出以 x 為自變量的函數 y 的解析式，並畫出這個函數的圖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2：由題目可以知道寄信的郵資是由什麼決定的，分成幾種情況，如何表示？ 

解：這個函數的定義域集合是 1000  x ，函數的解析式為 


























].100,80(,400

],80,60(,320

],60,40(,240

],40,20(,160

],20,0(,80

x

x

x

x

x

y  

三、課堂練習： 

1.某市郊空調公共汽車的票價按下列規則制定： 

（1） 乘坐汽車 5 公里以內，票價 2 元； 

（2） 5 公里以上，每增加 5 公里，票價增加 1 元（不足 5 公里按 5 公里計

算）． 

已知兩個相鄰的公共汽車站間相距約為 1 公里，如果沿途（包括起點站和終

點站）設 20 個汽車站，請根據題意，寫出票價與里程之間的函數解析式，並畫

出函數的圖像． 

問題 3：根據題目的意思行車的里程能取小數嗎？票價是由什麼決定的，分成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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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況？ 

解：設票價為 y 元，里程為 x 公里，同根據題意， 

如果某空調汽車運行路線中設 20 個汽車站（包括起點站和終點站），那麼汽

車行駛的里程約為 19 公里，所以引數 x 的取值範圍是{x∈N*| x≤19}． 

由空調汽車票價制定的規定，可得到以下函數解析式： 















5

4

3

2

y   

1915

1510

105

50









x

x

x

x

  ( *Nx ) 

根據這個函數解析式，可畫出函數圖像，如下圖所示： 

O x

y

5

4

3

2

1

5 10 15 19  
注意： 

○1  本例具有實際背景，所以解題時應考慮其實際意義； 

○2  本題可否用清單法表示函數，如果可以，應怎樣列表？ 

四、例題講解： 

例 2.21 世紀遊樂園建造一個直徑為 20m 的圓形噴水池，計畫在噴水池的周邊

靠近水面的位置安裝一圈噴水頭，使噴出的水柱在離池中心 4m 處達到最高，高

度為 6m。另外還要在噴水池的中心設計一個裝飾物，使各方向的水柱在此處匯

合。這個裝飾物的高度應當如何設計？ 

問題 4：由物理學知識可知，噴出的水柱軌跡是什麼型？從而將實際應用問題轉

化為什麼函數問題。那麼由題目的已知條件我們又能否求出二次函數解析式？ 

五、課堂練習： 

課本 P61 練習 3 

六、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知識？ 

七、課外作業： 

課本 P62 習題 2.2：4，5，6. 

八、板書設計： 

課題：2.2.2 函數的標記法 

函數的標記法;             例 1，                   例 2 

                         

                           練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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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3.1 函數的單調性 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函數單調性的研究經歷了從直觀到抽象，以圖識數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讓學生通過自主探究活動，體驗數學概念的形成過程的真諦，學

會運用函數圖像理解和研究函數的性質.（2）理解並掌握函數的單調性及其幾何

意義，掌握用定義證明函數單調性的步驟，會求函數的單調區間，提高應用知識

解決問題的能力. 

過程與方法：通過實例，使學生體會、理解到函數的最大（小）值及其幾何

意義，能夠借助函數圖像的直觀性得出函數的最值，培養以形識數的解題意識. 

情感、態度、價值觀：能夠用函數的性質解決日常生活中的簡單的實際問題，

使學生感受到學習函數單調性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增強學生學習函數的緊迫感，

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教學重點：函數的單調性的概念； 

教學難點：利用函數單調的定義證明具體函數的單調性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 如圖為某市一天內的氣溫變化圖： 

 

（1）觀察這個氣溫變化圖，說出氣溫在這一天內的變化情況． 

（2） 怎樣用數學語言刻畫在這一天內“隨著時間的增大，氣溫逐漸升高或下

降”這一特徵？ 

問題 2： 畫出下列函數的圖像，觀察其變化規律： 

1．f(x) = x 

 ○1  從左至右圖像上升還是下降 ______? 
y 

x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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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區間 ____________ 上，隨著 x 的增大，f(x)的值隨著 ________ ． 

 

2．f(x) = -2x+1 

 ○1  從左至右圖像上升還是下降 ______? 

 ○2  在區間 ____________ 上，隨著 x 的增 

大，f(x)的值隨著 ________ ． 

3．f(x) = x2 

 ○1 在區間 ____________ 上，f(x)的值隨 

著 x 的增大而 ________ ． 

 ○2  在區間 ____________ 上，f(x)的值隨 

著 x 的增大而 ________ ． 

二、新課講解： 

結合學生的回答，老師給出以下的定義： 

（一）函數單調性定義 

1．增函數 

 一般地，設函數 y=f(x)的定義域為 I， 

 如果對於定義域 I 內的某個區間 D 內的任意兩個引數 x1，x2，當 x1<x2 時，都

有 f(x1)<f(x2)，那麼就說 f(x)在區間 D 上是增函數． 

問題 3：仿照增函數的定義說出減函數的定義．（學生活動） 

注意： 

○1  函數的單調性是在定義域內的某個區間上的性質，是函數的局部性質； 

○2  必須是對於區間 D 內的任意兩個自變量 x1，x2；當 x1<x2 時，總有 f(x1)<f(x2) ． 

2．函數的單調性定義 

如果函數 y=f(x)在某個區間上是增函數或是減函數，那麼就說函數 y=f(x)

在這一區間具有（嚴格的）單調性，區間 D 叫做 y=f(x)的單調區間： 

注意：（1）函數的單調性也叫函數的增減性； 

問題 4：函數
2 2 1y x x   在 1x  處是否具有單調性？為什麼？ 

注意：（2）函數的單調性是對某個區間而言的，它是一個局部概念，對於單

獨的一點由於它的函數值是唯一確定的常數，因而沒有增減變化，所以不存在單

調性問題。 

問題 5：函數
2 2 1y x x   在 ( 1,2) 上是否單調？在[ 1,2] 上是否單調？ 

注意：（3）對於閉區間上的連續函數來說，只要在開區間上單調它在閉區間

上也就單調。因此，在考慮它的單調區間時，包括不包括端點都可以。 

問題 6：函數
2 2 1y x x   ( 3)x  在區間[ 1, )  上是否是單調遞增的？

其單調區間是怎麼樣的？ 

注意：（4）對於在某些點上不連續的函數，單調區間不包括不連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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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7：函數 3y x ， 0,1,2,3,4x 有沒有單調

區間？ 

注意：（5）有些函數沒有單調區間，或者它的定

義域根本就不是區間。 

  

三、例題講解： 

例 1．如圖 6 是定義在閉區間[-5，5]上的函數

)(xfy  的圖像，根據圖像說出 )(xfy  的單調區間，以及在每一單調區間上，

函數 )(xfy  是增函數還是減函數.  

解：函數 )(xfy  的單調區間有[-5，-2)，[-2，1)，[1，3)，[3，5]，其中 )(xfy 

在區間[-5，-2)，[1，3)上是減函數，在區間[-2，1)，[3，5]上是增函數. 

四、課堂練習： 

課本 P65 練習第 1 題 

五、例題講解： 

例 2 證明函數 23)(  xxf 在 R 上是增函數. 

證明：設 21 , xx 是 R 上的任意兩個實數，且 1x < 2x ，則 

)( 1xf － )( 2xf =(3 1x +2)-(3 2x +2)=3( 1x － 2x ),  

由 1x < 2x x,得 1x － 2x <0 ,於是 )( 1xf － )( 2xf <0,即 )( 1xf < )( 2xf . 

∴ 23)(  xxf 在 R 上是增函數. 

師生共同總結出判斷函數單調性的方法步驟 

  利用定義證明函數 f(x)在給定的區間 D 上的單調性的一般步驟： 

  ○1  任取 x1，x2∈D，且 x1<x2； 

  ○2  作差 f(x1)－f(x2)； 

○3  變形（通常是因式分解和配方）； 

○4  定號（即判斷差 f(x1)－f(x2)的正負）； 

○5  下結論（即指出函數 f(x)在給定的區間 D 上的單調性）． 

例 3 證明函數
x

xf
1

)(  在(0,+ )上是減函數. 

證明：設 1x , 2x 是(0,+ )上的任意兩個實數，且 1x < 2x ， 

則 )( 1xf － )( 2xf =
1

1

x
－

2

1

x
=

21

12

xx

xx 
,  

由 1x , 2x ∈(0,+  )，得 1x 2x >0, 

又由 1x < 2x ,得 2x － 1x >0 ,於是 )( 1xf － )( 2xf >0,即 )( 1xf > )( 2xf  

∴
x

xf
1

)(  在(0,+  )上是減函數. 

531-2-5 xO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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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鞏固練習： 

課本 P65 練習第 2，3，4 題 

七、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課外作業： 

課本 P66 習題 2.3 第 4，5，6 題． 

九、板書設計： 

2.3.1 函數的單調性 

概念：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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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3.2 函數的單調性 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鞏固函數單調性的概念；熟練掌握證明函數單調性的方法

和步驟；初步瞭解複合函數單調性的判斷方法.（2）會求複合函數的單調區間. 明

確複合函數單調區間是定義域的子集. 

過程與方法：通過複合函數的單調區間的探討，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培養學

生利用數學概念進行判斷推理的能力；培養學生數形結合、辯證思維的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讓學生養成細心觀察、認真分析、嚴謹論證的良好思

維習慣。 

教學重點：熟練證明函數單調性的方法和步驟. 

教學難點：單調性的綜合運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1）函數的增函數、減函數的定義是什麼？ 

（2）指出 2( ) 2 1f x x x   的單調區間及單調性？ 

（3）判斷並證明函數 3)( xxf  的單調性 

 

二、探究新知： 

問題 2：如果函數是一個複合函數，那麼它的單調性是如何判斷的呢？ 

1．複合函數單調性的判斷 

對於函數 )(ufy  和 )(xgu  ，如果 )(xgu  在區間 ),( ba 上是具有單調性，

當 ),( bax 時， ),( nmu ，且 )(ufy  在區間 ),( nm 上也具有單調性，則複合函

數 ))(( xgfy  在區間 ),( ba 具有單調性的規律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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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y   增 ↗ 減 ↘ 

)(xgu   增 ↗ 減 

↘ 

增 

↗ 

減 ↘ 

))(( xgfy 

 

增 ↗ 減 

↘ 

減 

↘ 

增 ↗ 

以上規律還可總結為：“同向得增，異向得減”或“同增異減”. 

證明：①設 ),(, 21 baxx  ，且 21 xx   

∵ )(xgu  在 ),( ba 上是增函數， 

∴ )()( 21 xgxg  ，且 ),()(),( 21 nmxgxg   

∵ )(ufy  在 ),( nm 上是增函數，∴ ))(())(( 21 xgxgf  . 

所以複合函數 ))(( xgfy  在區間 ),( ba 上是增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②設 ),(, 21 baxx  ，且 21 xx  ，∵ )(xgu  在 ),( ba 上是增函數， 

∴ )()( 21 xgxg  ，且 ),()(),( 21 nmxgxg   

∵ )(ufy  在 ),( nm 上是減函數，∴ ))(())(( 21 xgxgf  . 

所以複合函數 ))(( xgfy  在區間 ),( ba 上是減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③設 ),(, 21 baxx  ，且 21 xx  ，∵ )(xgu  在 ),( ba 上是減函數， 

∴ )()( 21 xgxg  ，且 ),()(),( 21 nmxgxg   

∵ )(ufy  在 ),( nm 上是增函數，∴ ))(())(( 21 xgxgf  . 

所以複合函數 ))(( xgfy  在區間 ),( ba 上是減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④設 ),(, 21 baxx  ，且 21 xx  ，∵ )(xgu  在 ),( ba 上是減函數， 

∴ )()( 21 xgxg  ，且 ),()(),( 21 nmxgxg   

∵ )(ufy  在 ),( nm 上是減函數，∴ ))(())(( 21 xgxgf  . 

所以複合函數 ))(( xgfy  在區間 ),( ba 上是增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三、新知應用： 

例 1．求函數 222 )2()2(28 xxy  的值域，並寫出其單調區間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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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xu 

u

x

228 uuy 

u

y

222 )2()2(28 xxy 

y

x

問題 3：這個函數可以看成是由哪兩個函數複合而成的？ 

解：函數由 228 uuy  和 22 xu  複合而成的複合函數， 

函數 22 xu  的值域是 ]2,( ， 

在 ]2,( 上 的值域是 ]9,( . 

故函數 222 )2()2(28 xxy  的值域是 ]9,( . 

對於函數的單調性，不難知二次函數 228 uuy  在區間 )1,( 上是減函

數，在區間 ),1[  上是增函數； 

二次函數
22 xu  區間 )0,( 上是減函數，在區間 ),0[  上是增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當 )1,(u 時， )1,(2 2  x ，即 12 2  x ， 1x 或 1x . 

當 ),1[ u 時， ),1[2 2  x ，即 12 2  x ， 11  x . 

 

 

 

 

 

 

因此，本題應在四個區間 )1,(  ， )0,1[ ， )1,0[ ， ),1[  上考慮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① 當 )1,( x 時， )1,(2 2  xu ， 

而 22 xu  在 )1,(  上是增函數， 228 uuy  在 )1,( 上是增函數，所

以，函數 222 )2()2(28 xxy  在區間 )1,(  上是增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②當 )0,1[x 時， ),1[2 2  xu ， 

而 22 xu  在 )0,1[ 上是增函數， 228 uuy  在 ),1[  上是減函數， 

所以，函數 222 )2()2(28 xxy  在區間 )0,1[ 上是減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③當 )1,0[x 時， ),1(2 2  xu ， 

而 22 xu  在 )1,0[ 上是減函數， 228 uuy  在 ),1(  上是減函數， 

22 )1(928  uu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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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函數 222 )2()2(28 xxy  在區間 )1,0[ 上是增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④當 ),1[ x 時， ]1,(2 2  xu ， 

而 22 xu  在 ),1[  上是增函數， 228 uuy  在 ]1,( 上是減函數，所

以，函數 222 )2()2(28 xxy  在區間 ),1[  上是減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綜上所述，函數 222 )2()2(28 xxy  在區間 )1,(  、 )1,0[ 上是增函

數；在區間 )0,1[ 、 ]1,( 上是減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四、鞏固練習： 

1.寫出 的單調區間。 

2.寫出 的單調區間。 

五、課堂小結 :  

本節課學習了以下內容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課本 P60 習題 2.3：4，5，6，7 

七、板書設計： 

2.3.2 函數的單調性 

複合函數的規律及證明： 

例 1：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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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3.3 函數的奇偶性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理解、掌握函數奇偶性的定義，奇函數和偶函數圖像的特徵，

並能初步應用定義判斷一些簡單函數的奇偶性； 

過程與方法：通過具體函數，讓學生經歷奇函數、偶函數定義的討論，體驗

數學概念的建立過程，培養其抽象的概括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在經歷概念形成的過程中，培養學生歸納、抽象概括

能力，體驗數學既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 滲透數形結合的數學思想.。 

教學重點：函數奇偶性的概念. 

教學難點：函數奇偶性的判斷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同學們，我們生活在美的世界中，有過許多對美的感受，大家觀察一下

以下圖片，你們可以從中感受到那種美？ 

    

 

 

 

 

 

 

 

 

 

 

二、探究新知： 

問題 2：觀察如下兩圖，思考並討論以下問題： 

（1）這兩個函數圖像有什麼共同特徵？ 

（2）相應的兩個函數值對應表是如何體現這些特徵的？ 

晋祠硕亭 

曹家大院某院 东风 

晋

祠

鼓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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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學生的仔細觀察和充分討論可以得出，兩個函數的圖像都關於 y 軸對稱．從

函數值對應表可以得出，當引數 x 取一對相反數時，相應的兩個函數值相同． 

老師順勢給出偶函數的概念：一般地，（板書）如果對於函數 f(x)的定義域內任

意一個 x，都有 f(-x)= f(x)，那麼函數 f(x)就叫做偶函數。  

問題 3：函數 f(x)= 2x +1, f(x)= 2x -2 是偶函數嗎？ 

問題 4：觀察函數 和 的圖像，並完成下面的兩個函數值對應表，

然後說出這兩個函數有什麼共同特徵． 

 

經過學生的仔細觀察和充分討論可以得出：兩個函數的圖像都關於原點對稱．函

數圖像的這個特徵，從函數值對應表可以得出，當引數 x 取一對相反數時，相應

的兩個函數值一對相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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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隨即給出奇函數的概念：一般地，（板書）如果對於函數 f(x)的定義域

內任意一個 x，都有 f(－x) = －f(x) ，那麼函數 f(x)就叫做奇函數。 

問題 5：函數 f(x)=x ，  都是奇函數嗎？ 

問題 6：（1）如果定義在 R 上的函數 f（x）滿足 f（－2）＝f（2），那麼 f（x）

是偶函數嗎？（2）奇、偶函數的定義域有什麼特徵？ 

三、新知應用： 

例 1. 判斷下列函數的奇偶性． 

 
問題 6：從上面的例題我們能否得出判斷函數的奇偶性的方法？ 

由學生總結回答： 

(1)先確定函式定義域是否關於原點對稱; 

(2)確定 f(x)與 f(-x)的關係; 

(3)作出結論.若 f(-x)=f(x)或 f(-x)-f(x)=0,則 f(x)是偶函數; 

若 f(-x)= - f(x)或 f(-x)+f(x)=0,則 f(x)是奇函數. 

四、鞏固練習： 

1、判別下列函數的奇偶性：  

 f(x)＝|x＋1|+|x－1|   、f(x)＝
2

3

x
、f(x)＝x＋

x

1
、 f(x)＝

21 x

x


、f(x)＝x 2 ,x∈[-2,3] 

五、新知應用： 

例 2. 已知：定義在 R 上的函數 f（x）是奇函數，當 x＞0 時，f（x）＝x（1

＋x），求 f（x）的運算式． 

解：（1）任取 x＜0，則－x＞0，∴f（－x）＝－x（1－x）， 

而 f（x）是奇函數，∴f（－x）＝－f（x）．∴f（x）＝x（1－x）． 

（2）當 x＝0 時，f（－0）＝－f（0），∴f（0）＝－f（0），故 f（0）＝0． 

 
六、鞏固練習： 

1. f（x）＝－x3 的大致圖像可能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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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知 f(x)是奇函數，g(x)是偶函數，且 f(x)－g(x)＝
1

1

x
，求 f(x)、g(x)。 

七、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課外作業： 

1.判斷下列函數的奇偶性： 

○1  
1

22
)(

2






x

xx
xf ； 

○2  xxxf 2)( 3  ； 

○3  axf )(   （ Rx ） 

○4  









)1(

)1(
)(

xx

xx
xf   

.0

,0





x

x
 

2.思考題： 已知：函數 f（x）是偶函數，且在（－∞，0）上是減函數，判

斷 f（x）在（0，＋∞）上是增函數，還是減函數，並證明你的結論． 

九、板書設計： 

2.3.3 函數的奇偶性 

概念：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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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4.1 反函數（一）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瞭解反函數的概念，弄清函數與反函數的定義域和值域的關

係，會求一些簡單的函數的反函數。 

過程與方法：通過聯繫實際問題，在嘗試，探索求反函數的過程中，深化對

概念的認識，總結出求反函數的一般步驟、加深對函數與方程、數形結合以及有

特殊到一般等數學思想方法的認識。 

情感、態度、價值觀：進一步完善學生思維的深刻性，培養學生的逆向思維

能力，用辯證的觀點分析問題，培養抽象概括的能力。 

教學重點：反函數的定義和求法 

教學難點：反函數的定義和求法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問題情景： 

問題 1：在勻速運動中，假如設 v=2 千米/小時,t 表示時間,s 表示位移，根據條件

填圖,並寫出對應的關係式。 

  

 

 

 

 

 

 

問題 2：觀察這倆個關係式，你會發現這倆個關係式裏的 t 和 s 有什麼不同的意

義嗎？這倆個關係式又有什麼關係？  

問題 3：函數 62  xy 和 3
2


y
x . 有什麼關係？ 

學生回答後，老師總結：我們由函數 s=vt 得出了函數
v

s
t  ；由函數 62  xy

得出了函數 3
2


y
x ，不難看出，這兩對函數中，每一對中兩函數之間都存在著

必然的聯繫：①它們的對應法則是互逆的；②它們的定義域和值域相反：即前者

的值域是後者的定義域，而前者的定義域是後者的值域. 我們稱這樣的每一對函

數是互為反函數。 

二、講解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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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函數的定義：一般地，設函數 ))(( Axxfy  的值域是 C，根據這個函數

中 x,y 的關係，用 y 把 x 表示出，得到 x= (y). 若對於 y 在 C 中的任何一個值，

通過 x= (y)，x 在 A 中都有唯一的值和它對應，那麼，x= (y)就表示 y 是自變

量，x 是自變量 y 的函數，這樣的函數 x= (y) (yC)叫做函數 ))(( Axxfy  的反

函數，記作 )(1 yfx  ,習慣上改寫成 )(1 xfy  。 

例如：s=vt 記為 vttf )( ，則它的反函數就可以寫為
v

t
tf  )(1 ，同樣

62  xy 記為 62)(  xxf ，則它的反函數為： 3
2

)(1  x
xf . 

問題 4： 2xy  有反函數嗎？是否所有函數都有反函數嗎？為什麼？ 

從反函數的定義可知，對於任意一個函數 )(xfy  來說，只有“一一映射”

確定的函數才有反函數， 2xy  不是反函數。 

問題 5：互為反函數定義域、值域的有什麼關係？根據定義完成下列的表格。 

 

 函數 )(xfy   反函數 )(1 xfy   

定義域 A  

值 域 C  

問題 6： )(1 xfy  的反函數是什麼？ 

若函數 )(xfy  有反函數 )(1 xfy  ，那麼函數 )(1 xfy  的反函數就是

)(xfy  ，這就是說，函數 )(xfy  與 )(1 xfy  互為反函數。 

三、講解例題： 

例 1．求下列函數的反函數： 

① )(13 Rxxy  ；           ② )(13 Rxxy  ； 

③ )0(1  xxy ；           ④ )1,(
1

32





 xRx

x

x
y 且 . 

解：①由 13  xy 解得
3

1


y
x  

∴函數 )(13 Rxxy  的反函數是 )(
3

1
Rx

x
y 


 ， 

②由 )(13 Rxxy  解得 x= 3 1y , 

∴函數 )(13 Rxxy  的反函數是 )(13 Rxxy   

③由 y= x +1 解得 x= 2)1( y ,  

∵x 0，∴y 1.  

∴函數 )0(1  xxy 的反函數是 x= 2)1( y  (x 1); 

④由
1

32






x

x
y 解得

2

3






y

y
x   

∵x{xR|x 1}，∴y{y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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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數 )1,(
1

32





 xRx

x

x
y 且 的反函數是 )2,(

2

3





 xRx

x

x
y  

問題 7：由上面的解題過程我們能否得出求反函數的步驟是什麼？ 

師生共同總結：（1）反解：用 y 把 x 表示出來： 

（2）互換：對調字母 x ， y ： 

（3）注明;注明函數的定義域。 

注意： （1）反函數的定義域由原來函數的值域得到，而不能由反函數的解

析式得到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求反函數前先判斷一下決定這個函數是否有反函數，即判斷映

射是否是一一映射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70 練習 1 

五、例題講解： 

例 2 已知 )(xf = 2x -2x(x≥2),求 )(1 xf  . 

解法 1：⑴令 y= 2x -2x，解此關於 x 的方程得
2

442 y
x


 ， 

∵x≥2，∴
2

442 y
x


 ，即 x=1+ y1 --①,  

⑵∵x≥2，由①式知 y1 ≥1，∴y≥0--②, 

⑶由①②得 )(1 xf  =1+ x1 （x≥0，x∈R）； 

解法 2：⑴令 y= 2x -2x= 2)1( x -1，∴ 2)1( x =1+y， 

∵x≥2，∴x-1≥1，∴x-1= y1 --①,即 x=1+ y1 ,  

⑵∵x≥2，由①式知 y1 ≥1，∴y≥0, 

⑶∴函數 )(xf = 2x -2x(x≥2)的反函數是 )(1 xf  =1+ x1 （x≥0）； 

說明：二次函數在指定區間上的反函數可以用求根公式反求 x，也可以用

配方法求 x，但開方時必須注意原來函數的定義域. 

六、鞏固練習： 

求函數 211 xy  ，（1≤ x < 0）的反函數。 

七、課堂小結：本節課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課後作業：課本 P70 習題 2.4：1 

九、板書設計： 

2.4.1 反函數 

概念：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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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xxy 

)(
3

2
Rx

x
y 




)(3 Rxxy 

)(3 Rxxy 

課    題：2.4.2 反函數（二）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進一步熟悉反函數的的應用。使學生瞭解互為反函數的函數圖像間

的關係。 

過程與方法：通過由特殊到一般的歸納，培養學生探索、猜想、論證的思維習慣。                             

情感、態度、價值觀：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和積極性，陶冶學生的情操，培

養學生堅忍不拔的意志，實事求是的科學學習態度和勇於創新的精神。 

教學重點：互為反函數的函數圖像間的關係。 

教學難點：互為反函數的函數圖像間的關係及其應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 （1）．互為反函數的兩個函數 )(xfy  與 )(1 xfy  間的關係： 

----定義域、值域相反，對應法則互逆； 

（2）．求反函數的步驟有哪些？ 

（3）. 在平面直角坐標系中，①點 A(x,y)關於x軸的對稱點 'A (___,____); 

②點 A(x,y)關於 y 軸的對稱點 'A (___,___);③點 A(x,y)關於原點的對

稱點 'A (___,___);④點 A(x,y)關於 y=x 軸的對稱點 'A (__,___); 

函數圖像是從“形”的方面反映這個函數的引數 x 與因變數 y 之間的關

係.因此，互為反函數的函數圖像間也必然有一定的關係，今天通過觀察如下

圖像研究—互為反函數的函數圖像間的關係. 

① )(23 Rxxy  的反函數是 )(
3

2
Rx

x
y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② )(3 Rxxy  的反函數是 )(3 Rxxy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二、新知應用： 

例 1 求函數 23  xy （ Rx ）的反函數，並畫出原來的函數和它的反

函數的圖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由 23  xy 解得
3

2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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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數 )(23 Rxxy  的反函數是 )(
3

2
Rx

x
y 


 ， 

 

 

 

 

 

 

例 2 求函數 y=x3(x∈R)的反函數,並畫出原來的函數和它的反函數的圖像. 

解：（略） 

問題 2：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原函數和其反函數的圖像位置有什麼關係？ 

學生觀察後答：原函數和其反函數的圖像關於直線 y=x 對稱， 

總結： 若兩個函數的圖像關於直線 y=x 對稱，則它們互為反函數. 

問題 3：如果已知函數的圖像，能否畫出它的反函數的圖像？怎樣畫？原函數過

M(a,b), 則  y=f-1(x)過 M´(____,_____). 

三、鞏固練習： 

課本 P70 練習 5，6 

四、新知應用： 

例 3．求函數
23

85






x

x
y 的值域． 

問題 4：求函數的值域其實就是求它的反函數的什麼？ 

解：∵
23

85






x

x
y    ∴

53

82






y

y
x    ∴  y≠

3

5
∴函數的值域為{y|y≠

3

5
} 

例 4．已知 )(xf =
21

1

x
(x<-1)，求 )

3

1
(1 f ； 

解法 1：⑴令 )(xf =y=
21

1

x
，∴ 2x =

y

y 1
--①，∵x<-1，∴x=-

y

y 1
;⑵

∵ x<-1 ， 由 ① 式 知
y

y 1
≥1, ∴ y<0; ⑶ ∴ )(1 xf  = -

x

x 1
(x<0) ； ⑷

)
3

1
(1 f =-2. 

五、鞏固練習：課本 P63－64 練習：5，6，7 

六、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七、課後作業：課本 P71 習題 2.4：2，3，4 

八、板書設計： 

2.4.2 反函數 

練習： 

例 1，2 

練習： 

例 3，4 

 

 

4

3

2

1

-1

-2

-3

-4 -2 2 4 6

y=x

y=
x+2

3

y=3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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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5.1 指數 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掌握根式的概念和性質，並能熟練應用於相關計算中； 

過程與方法： 通過與初中所學的知識進行類比,以及由一般到抽象的過程，

掌握根式的概念和性質；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培養觀察分析、抽象概括能力、歸納總結能力、

化歸轉化能力。 

教學重點：根式的概念性質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根式的概念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啟發引導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1）．整數指數冪的概念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______, Nnan  ， )0_____(0  aa     

*),0(________, Nnaa n   

（2）．運算性質：   

    

)(______,)(

),(______,)(

),(______,

Znab

Znma

Znmaa

n

nm

nm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3）．注意： 

① nm aa  可看作 nm aa    ∴ nm aa  = nm aa  = _____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② n

b

a
)( 可看作 nn ba    ∴ n

b

a
)( = nn ba  = ______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學生通過以上的填空題，回憶起以前的知識。 

二、探究新知： 

問題 2：（1）.填空： 

①若 22 = 4，則 2 是 4 的________根  ； 

②若 32 =8，則 2 是 8 的________根  ； 

③若 42 =16，則 2 是 16 的 _________根  ； 

④若 52 =32，則 2 是 32 的__________根； 

⑤若 2n=a，則 2 是 32 的__________根。 

通過填空題，引導學生回憶初中的時候已經學過的平方根、立方根是如何定

義的,對照類比平方根、立方根的定義解釋上面的式子,對問題③，④，⑤的結論

進行引申、推廣,相互交流討論後回答,教師及時啟發學生,具體問題一般化,歸納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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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出 n 次方根的概念, 

2. 定義：一般地，若 *),1( Nnnaxn   則 x 叫做 a 的 n 次方根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n a 叫做根式，n 叫做根指數，a 叫做被開方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3：填空：（1） 

 

（2）25 的平方根是________ 

（3）27 的立方根是________ 

（4）-32 的五次方根是_____ 

（5）16 的四次方根是_____ 

（6）a6 的三次方根是________ 

（7）0 的七次方根是________ 

3.通過學生的討論思考，從而得出下面的結論。性質： 

① n 為奇數時：正數的 n 次方根為____數，負數的 n 次方根為______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記作：   

n ax    

② n 為偶數時，正數的 n 次方根有_____個（互為相反數）奎屯
王新敞
新疆記作：  

n ax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③ 數_____偶次方根， 

④  0 的任何次方根為______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注：當 a 0 時， n a  0，表示算術根，所以類似 4 16 =2 的寫法是錯誤的. 

 

4.常用公式 

根據 n 次方根的定義，易得到以下三組常用公式： 

① n 為任意正整數時，( n a ) n =a.例如，( 3 27 ) 3 =_____，( 5 32 ) 5 =-_____. 

② n 為奇數時， n na =______；當 n 為偶數時， n na =|a|=








)0(______,

)0(______,

a

a
. 

例如， 3 3)2( =____， 5 52 =____； 4 43 =_____， 2)3( =_______.. 

⑶根式的基本性質： n mnp mp aa  ，（a 0）. 

注意，⑶中的 a 0 十分重要，無此條件則公式不成立. 例如 36 2 8)8(  . 

用語言敘述上面三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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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非負實數 a 的 n 次方根的 n 次冪是它本身.  

⑵n 為奇數時，實數 a 的 n 次冪的 n 次方根是 a 本身；n 為偶數時，實數 a 的

n 次冪的 n 次方根是 a 的絕對值. 

⑶若一個根式(算術根)的被開方數是一個非負實數的冪，那麼這個根式的根

指數和被開方數的指數都乘以或者除以同一個正整數，根式的值不變. 

三、新知應用： 

例 1.求值 

① 3 3)8( =  -8  ；        ② 2)10( =  |-10|  =  10  ； 

③ 4 4)3(  =  | 3 |  =  3   ；④ )()( 2 baba  =  |a- b|  =  a- b  . 

問題 4：去掉‘a>b’結果如何？ 

例 2 求值： ;246347625   

問題 5：如果求值就是要把根號去掉，那麼被開方數變成什麼形式? 

解：（略） 

 

四、鞏固練習：  

1. 計算或化簡： 5 32 ； 3 6a  （推廣：
np nmp ma a ， a 0）. 

2. 化簡： 632 3 1.5 12    

3. 求值化簡：  33 ( )a ；   44 ( 7 ) ；  66 ( 3 ) ；  22 ( )a b （ a b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 課外作業： 

課本 P77 習題 2.5：1 

 

七、板書設計： 

2.5.1 指數 

概念： 

公式： 

例 1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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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5.2 指數 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理解分數指數冪的概念，掌握有理指數冪的運算性質，會對根

式、分數指數冪進行互化； 

過程與方法：通過與初中所學的知識進行類比,理解分數指數冪的概念,進而

學習指數冪的性質.掌握分數指數冪和根式之間的互化,掌握分數指數冪的運算性

質.培養學生觀察分析、抽象類別比的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1）通過訓練及點評,讓學生更能熟練掌握指數冪的

運算性質.展示函數圖像,讓學生通過觀察,進而研究指數函數的性質,讓學生體驗

數學的簡潔美和統一美。（2）掌握根式與分數指數冪的互化,滲透“轉化”的數

學思想.通過運算訓練,養成學生嚴謹治學,一絲不苟的學習習慣,讓學生瞭解數學

來自生活,數學又服務於生活的哲理。 

教學重點：1.分數指數冪的概念. 

2.分數指數冪的運算性質. 

教學難點：對分數指數冪概念的理解. 

教學方法：啟發引導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1)整數指數冪的運算性質是什麼？ 

1. 的 5 次方根是________ 

2. 312 的 3 次方根是___________ 

二、探究新知： 

問題 2：完成下列各式，並總結出規律：a＞0, 

① 5 10a = 5 5(____) =a2=a

 
  ; 

②
8a = 2(___) =a4= a

 
  ; 

③
4 12a = 4 4(__) =a3= a

 
  ; 

④
2 10a = 2 2(__) =a5= a

 
  . 

問題 3：利用(2)的規律,你能表示下列式子嗎？ 

4 35 ,
3 57 ,

5 7a ,
n mx (x>0,m,n∈N*,且 n>1). 

(4)你能用方根的意義來解釋(3)的式子嗎？ 

(5)你能推廣到一般的情形嗎？ 

學生回想初中學習的情形,結合自己的學習體會回答,根據零的整數指數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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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和負整數指數冪的意義來類比,把正分數指數冪的意義與負分數指數冪的意

義融合起來,與整數指數冪的運算性質類比可得有理數指數冪的運算性質,老師總

結： 

1.正數的正分數指數冪的意義 

n mn

m

aa   (a＞0,m,n∈N*,且 n＞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注意：一是分數指數冪是根式的另一種表示形式；二是根式與分數指數冪可

以進行互化. 

另外，我們還要對正數的負分數指數冪和 0 的分數指數冪作如下規定. 

2.規定： 

(1)
n

m

n

m

a

a
1




 (a＞0，m,n∈N*,且 n＞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0 的正分數指數冪等於 0. 

(3)0 的負分數指數冪無意義. 

規定了分數指數冪的意義以後，指數的概念就從整數推廣到有理數指數.當 a

＞0 時，整數指數冪的運算性質，對於有理指數冪也同樣適用.即對於任意有理數

r,s,均有下麵的運算性質. 

3.有理指數冪的運算性質: 

)_______()(

),______()(

),_______(

Qnab

Qnma

Qnmaa

n

nm

nm







 

三、新知應用： 

例 1 求值： 4

3

32

1

3

2

)
81

16
(,)

4

1
(,100,8






. 

解： 422)2(8 23

2
3

3

2

33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8

27
)

3

2
()

3

2
()

81

16
(

6422)2()
4

1
(

10

1
1010)10(100

3
)

4

3
(4

4

3

6)3()2(323

1
)

2

1
(2

2

1

22

1















 

例 2 用分數指數冪的形式表示下列各式： 

aaaaaa ,, 3 232   (式中 a＞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 2

5

2

1
2

2

1

22 aaaaa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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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1

2

3

2

1

2

1

3

11

3

2
3

3

2

33 23

)()( aaaaaa

aaaaa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四、鞏固練習：課本 P14 練習 1，2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1.課本 P77 練習 3，2.習題 2.5：3 

七、板書設計： 

2.5.2 指數 

公式： 

例 1： 

練習： 

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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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5.3  指數 3 
教學目的：  

鞏固根式和分數指數冪的概念和性質，並能熟練應用於有理指數冪的概念及

運演算法則進行相關計算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知識與技能：鞏固根式和分數指數冪的概念和性質，並能熟練應用於有理指

數冪的概念及運演算法則進行相關計算； 

過程與方法：通過掌握根式與分數指數冪的互化,滲透“轉化”的數學思想.

通過運算訓練,養成學生嚴謹治學,一絲不苟的學習習慣,讓學生瞭解數學來自生

活,數學又服務於生活的哲理；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嚴謹的思維和科學正確的計算能力。 

教學重點：根式和分數指數冪的概念和性質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準確應用計算. 

教學方法：啟發引導式 

授課類型：練習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提問:    

問題 1：什麼叫做根式? 運算性質？ 

問題 2：分數指數冪如何定義？運算性質？  

3. 基礎習題練習： （口答下列基礎題） 

①  n 為    時，
( 0)

| | ...........
( 0)

n n x
x x

x


  


. 

② 求下列各式的值： 3 62 ;    4 16 ;   6 81； 6 2)2( ； 15 32 ； 4 8x ； 6 42ba  

二、例題講解： 

例 1.計算下列各式（式中字母都是正數） 

（1）
2 1 1 51 1

3 3 6 62 2(2 )( 6 ) ( 3 )a b a b a b    

（2）
31

884( )m n


 

 

例 2．計算下列各式 

（1） 3 4( 25 125) 25   

（2）
2

3 2
(

.

a
a

a a
＞0） 

例 3．.已知
1 1

2 2a a


 =3，求下列各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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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1 aa  ； （２） 22  aa  ； （３）

3 3

2 2

1 1

2 2

a a

a a









 ． 

 

三、鞏固練習： 

1.課本 P77 練習 3，4 

 

2.化簡： )()( 4

1

4

1

2

1

2

1

yxyx  . 

3. 已知 x+x-1=3,求下列各式的值： .)2(,)1( 2

3

2

3

2

1

2

1


 xxxx  

4. 已知 3 2x a b   , 求 4 2 3 62x a x a   的值. 

5.從盛滿 1 升純酒精的容器中倒出
3

1
升，然後用水填滿，再倒出

3

1
升，又用水填

滿，這樣進行 5 次，則容器中剩下的純酒精的升數為多少？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課外作業： 

課本 P77 習題 2.5：5，6，7 

六、板書設計： 

2.5.3 指數 

公式：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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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6.1  指數函數 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掌握指數函數的概念及其應用； 

過程與方法：通過自主探索，讓學生經歷“特殊→一般→特殊”的認知過

程，完善認知結構，領會分類討論、歸納推理等數學思想方法； 

情感、態度、價值觀：讓學生感受數學問題探索的樂趣和成功的喜悅，體會

數學的理性、嚴謹性的和諧統一美，展現數學實用價值及其在社會進步、人類文

明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教學重點：掌握指數函數的概念。 

教學難點：掌握指數函數概念的應用。 

教學方法：啟發引導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某種細胞分裂時，由 1 個細胞分裂成 2 個，2 個分裂成 4 個，......,一個

這樣的細胞分裂 x 次後，得到的細胞個數 y 與分裂次數 x 有怎樣的函數關係？ 

（通過課件，讓學生完成填空，從而得出 y 與分裂次數 x 有怎樣的函數關係。） 

分裂的次數

(x) 

1 2 3 4 … x 

細胞的個數

(y) 

      

問題 2：某種商品的價格從今年起每年降低 15%，設原來的價格為 1，x 年後的

價格為 y，則 y 與 x 的函數關係式？ 

（通過課件，讓學生完成填空，從而得出 y 與 x 的函數關係式。） 

x 1 2 3 4 … x 

y       

二、新知探索： 

問題 3： xy 2 與 xy 85.0 這類函數的解析式有何共同特徵？ 

老師結合學生的回答給出指數函數的定義：函數 )10(  aaay x 且 叫做指

數函數，其中 x 是引數，函式定義域是 R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4：在指數函數的定義中要注意哪些要點？學生思考後回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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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為什麼要規定 a>0,且 a 1 呢？ 

學生充分討論後，師生共同分類： 

將 a 如數軸所示分為： 0a , 0a ， 10  a , 1a 和 1a 五部分進行討

論： 

 

       

(1)如果 0a , 比如 xy )4( ，這時對於
2

1
,

4

1
 xx 等，在實數範圍內函數

值不存在； 

(2)如果 0a ，










无意义时当

时当
x

x

ax

ax

,0

0,0
 

(3)如果 1a ， 11  xy ，是個常值函數，沒有研究的必要； 

(4)如果 10  a 或 1a 即 10  aa 且 ， x 可以是任意實數。 

* 因為指數概念已經擴充到整個實數範圍，所以在 10  aa 且 的前提下，x

可以是任意實數,即指數函數的定義域為 R。 

 

問題 6：函數 xy 32  是指數函數嗎？ 

注意：指數函數的解析式 y= xa 中， xa 的係數是 1. 

三、鞏固練習： 

下列函數是否是指數函數： 

（1） xy 2.0 （2） xy  （3） xy )2( （4） xy  3 （5） xy 2.0 （6） xy 1  

四、新知應用： 

例 1：函數 xaaay  )33( 2 是指數函數，則 a =______. 

問題 7：要使函數 xaaay  )33( 2 是指數函數必須滿足什麼條件？學生通過思

考和討論，得出解題的思路， 師生共同完成例題， 

解：（略） 

例 2：已知 y=f(x)是指數函數，且 f(2)=4,求函數 y=f(x)的解析式。 

問題 8：一個函數是指數函數的一般形式是什麼？確定一個指數函數需要什麼條

件嗎？ 

學生通過思考和討論，得出解題的思路， 師生共同完成例題，解：（略） 

五、鞏固練習： 

1.已知指數函數 f(x)= xa  (a>0,且 a≠1）的圖像，經過點（3，π），求 f(0)、f(1)、

f(-3)的值. 

2.若 xay )4( 2  是一個指數函數，求 a 的取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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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七、課外作業： 

1.指出下列函數那些是指數函數： 
xy 4)1(       4)2( xy         xy 4)3(       xy )4()4(   

xy )5(     
x

y 











1
)6(     xxy )7(       )1,

2

1
()12()8(  aaay x  

2. 函數 xaaay  )44( 2 是指數函數，則 a =______. 

八、板書設計： 

2.6.1 指數函數 

概念：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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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6.2  指數函數 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掌握指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過程與方法：通過自主探索，讓學生經歷“特殊→一般→特殊”的認知過

程，完善認知結構，領會數形結合、分類討論、歸納推理等數學思想方法。； 

情感、態度、價值觀：讓學生感受數學問題探索的樂趣和成功的喜悅，體會

數學的理性、嚴謹及數與形的和諧統一美，展現數學實用價值及其在社會進步、

人類文明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教學重點：教學重點是掌握指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教學難點：弄清楚底數 a 對函數圖像的影響。 

教學方法：啟發引導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 複習舊知： 

1.判斷下列函數那些是指數函數： 

xy 3)1(       12.0)2(  xy        xy  )4()3(  

2.畫函數圖像的步驟有哪些？ 

二、探究新知： 

問題 1：指數函數的圖像是怎樣的呢？請第一、二組同學畫 xy 2 ， xy )
2

1
( 的

圖像，請第三、四組同學畫 xy 3 ， xy )
3

1
( 的圖像。 

老師指導畫法，評講學生的畫的圖像後，通過課件顯示在同一個座標系內畫出的

這四個函數圖像，讓學生觀察後回答以下問題： 

 

 

 

問題 2：此兩組圖像有何共同特徵？ 

問題 3：（1）四個圖像都在第＿＿＿＿象限； 

（2）當底數＿＿ 時圖像上升；當

底數＿＿＿＿時圖像下降； 

（3）四個圖像都經過點＿＿＿＿； 

（4）指數函數 xy 2 圖像是否具有對稱性？ 

（5）函數 xy 3  與 xy )
3

1
( 圖像有什麼關係 ？ 

問題 4：由上面的畫圖過程，我們根據由特殊到一般的推理方法來完成下列的



 88 

5

4.5

4

3.5

3

2.5

2

1.5

1

0.5

-0.5

-2 -1 1 2 3 4 5 6

f x  = 1.7x

表格： 

指數函數性質 

 

 a>1 0<a<1 

圖 

 

 

象 

 

 

 

 

 

 

 

 

性 

 

質 

(1)定義域：_____ 

(2)值  域：_____ 

(3)過點_____，即 x=_____時，y=_____ 

(4)在 R 上是_____函數 (4)在 R 上是_____函數 

（說明：教材對於指數函數性質的處理，僅是觀察圖像發現的，其正確

性理應嚴格證明，但教材不做要求） 

二、新知應用： 

例 1.某種放射性物質不斷變化為其他物質，每經過 1 年剩留的這種物質是原

來的 84%，畫出這種物質的剩留量隨時間變化的圖像，並從圖像上求出經過多少

年，剩量留是原來的一半（結果保留 1 個有效數字）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分析：通過恰當假設，將剩留量 y 表示成經過年數 x 的函數，並可清單、描

點、作圖，進而求得所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設這種物質量初的品質是 1，經過 x 年，剩留量是 y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經過 1 年，剩留量 y=1×84%=0.841; 

經過 2 年，剩留量 y=1×84%=0.842;  

…… 

一般地，經過 x 年，剩留量 

y=0.84 x  

根據這個函數關係式可以清單如下： 

x 0 1 2 3 4 5 6 

y 1 0.8

4 

0.7

1 

0.5

9 

0.5

0 

0.4

2 

0.3

5 

用描點法畫出指數函數 y=0.84x 的圖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從圖上看出 y=0.5 只需 x≈4. 

答：約經過 4 年，剩留量是原來的一半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例 2.比較下列各題中兩個值的大小： 

① 5.27.1 ， 37.1 ；    ② 1.08.0  ， 2.08.0  ；    ③ 3.07.1 ，

3.5

3

2.5

2

1.5

1

0.5

-0.5

1 2 3 4 5

0 5321 4

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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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6

1.4

1.2

1

0.8

0.6

0.4

0.2

-0.2

-1.5 -1 -0.5 0.5 1

f x  = 0.8x

3.2

3

2.8

2.6

2.4

2.2

2

1.8

1.6

1.4

1.2

1

0.8

0.6

0.4

0.2

-0.2

-0.4

-2 -1.5 -1 -0.5 0.5 1 1.5 2 2.5

f x  = 1.7x

3.2

3

2.8

2.6

2.4

2.2

2

1.8

1.6

1.4

1.2

1

0.8

0.6

0.4

0.2

-0.2

-0.4

-0.5 0.5 1 1.5 2 2.5 3 3.5 4

f x  = 0.9x

1.39.0  

解：利用函數單調性 

① 5.27.1 與 37.1 的底數是 1.7，它們可以看成函數 y= x7.1 ，當 x=2.5 和 3 時的

函數值；因為 1.7>1，所以函數 y= x7.1 在 R 是增函數，而 2.5<3，所以， 5.27.1 < 37.1 ； 

② 1.08.0  與 2.08.0  的底數是 0.8，它們可以看成函數 y= x8.0 ，當 x=-0.1 和-0.2

時的函數值；因為 0<0.8<1，所以函數 y= x8.0 在 R 是減函數，而-0.1>-0.2，所以，
1.08.0  < 2.08.0  ； 

③在下麵個數之間的橫線上填上適當的不等號或等號： 3.07.1 >1； 1.39.0 <1；
3.07.1 > 1.39.0  

注意：對同底數冪大小的比較用的是指數函數的單調性，必須要明確所給的

兩個值是哪個指數函數的兩個函數值；對不同底數是冪的大小的比較可以與中間

值進行比較. 

三、鞏固練習： 

1.比較大小： 3

2

)5.2(  , 5

4

)5.2(  

2.已知不等式 nm )
3

2
()

3

2
(  ，試比較 m、n 的大小： 

3.比較下列各數的大小： ,10    ,4.0 5.2    2.02   ， 6.15.2  

4.如圖是指數函數① xy a ，② xy b ，③ xy c ，④ xy d 的圖像，則 a,b,c,d 的

大小關係是（  ） 

A． 1a b c d         

B． 1b a d c     

C．1 a b c d         

D． 1a b d c     

 

四、新知應用： 

例 3.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值域： 

⑴ 1

1

4.0  xy      ⑵ 153  xy    ⑶ 12  xy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5：求函數的定義域就是就是求什麼？那麼要是指數函數有意義就是要使它

的指數滿足什麼條件？ 

解（1）由 x-1≠0 得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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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求函式定義域為{x|x≠1} 

由         ，得 y≠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所以，所求函數值域為{y|y>0 且 y≠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說明：對於值域的求解，在向學生解釋時，可以令 t
x


1

1
，考察指數函數

y= t4.0 ,並結合圖像直觀地得到，以下兩題可作類似處理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由 5x-1≥0 得
5

1
x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所以，所求函式定義域為{x|
5

1
x }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由 15 x ≥0 得 y≥1 

所以，所求函數值域為{y|y≥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3）所求函式定義域為 R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由 x2 >0 可得 x2 +1>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所以，所求函數值域為{y|y>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五、鞏固練習： 

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和值域： 

⑴ 3

1

)
2

1
(  xy                     ⑵ xay  1  

六、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七、課外作業： 

課本 P82 習題 2.6：1，2，3 

八、板書設計： 

2.6.2 指數函數 2 

性質 

例 1 

練習： 

例 2，3 

練習： 

 

 

 

 

 

 

 

 

 

 

 

 

 

0
1

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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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6.3  指數函數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瞭解函數圖像的變換；能運用指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解決一些

簡單問題； 

過程與方法：通過瞭解函數圖像的變換認知過程，完善認知結構，領會數形

結合、分類討論、歸納推理等數學思想方法。； 

情感、態度、價值觀：讓學生感受數學問題探索的樂趣和成功的喜悅，體會

數學的理性、嚴謹及數與形的和諧統一美，展現數學實用價值及其在社會進步、

人類文明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教學重點：函數圖像的變換；指數函數性質的運用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函數圖像的變換；指數函數性質的運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如圖是指數函數① xy a ，② xy b ，③ xy c ，④ xy d 的圖像，則 a,b,c,d 的大

小關係是（  ） 

A． 1a b c d         

B． 1b a d c     

C．1 a b c d         

D． 1a b d c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指數函數的圖像性質： 

二、探究新知： 

問題 1：畫出 12  xy 和 22  xy 的圖像，並觀察它們與指數函數 2xy  的關係。 

學生畫出圖形後，經過充分的討論和思考後的出結論： 

（1）將指數函數 2xy  的圖像向左平行移動 1 個單位長度，

就得到函數 12  xy 的圖像。 

（2）將指數函數 2xy  的圖像向右平行移動 2 個單位長度，

就得到函數 22  xy 的圖像。 

 

 

問題 2：⑴ y= mx2 與 y= x2 的關係：當 m______時，將指數函

數 y= x2 的圖像向______平行移動 m 個單位長度，就得到函數 y= mx2 的圖像；當

m______時，將指數函數 y= x2 的圖像向______平行移動 m 個單位長度，就得到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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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

2.5

2

1.5

1

0.5

-0.5

-3 -2 -1 1 2 3

1

1

D

數 y= mx2 的圖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3：畫出 12  xy 和 12  xy 的圖像，並觀察它們與指數函數 2xy  的關係。 

學生畫出圖形後，經過充分的討論和思考後的出結論： 

（1）將指數函數 2xy  的圖像向上平行移動 1 個單位長度，就得到函數 12  xy

的圖像。 

（2）將指數函數 2xy  的圖像向下行移動 1 個單位長度，就得到函數 12  xy 的

圖像。 

問題 4：⑴ y= hx 2 與 y= x2 的關係：當 h______時，將指數函數 y= x2 的圖像向

______平行移動 h 個單位長度，就得到函數 y= mx2 的圖像；當 h______時，將指

數函數 y= x2 的圖像向______平行移動 h 個單位長度，就得到函數 y= mx2 的圖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三、 鞏固練習： 

（1）由 y=2x 的圖像怎樣得到 y=2x+2 ， y=2x+3， y=2x-4， y=2x-5 的圖像？ 

（2）為了得到 y=2x-3-1 的圖像，只需把 y=2x 的圖像如何變換？ 

(3).函數 y=2-x-1+1 的圖像可由函數 y=2-x 的圖像(      ) 

A.向右平移一個單位,再向上平移一個單位得到 

B.向左平移一個單位,再向上平移一個單位得到   

C.向右平移一個單位,再向下平移一個單位得到  

D.向左平移一個單位,再向下平移一個單位得到 

（4）.若函數 y=5x+1+b 的圖像不經過第二象限,則 b 的取值範圍是______. 

四、例題講解： 

例 1 ⑴做函數
x

y 









2

1
和

x

y 









2

1
圖像，求定義域、值

域，並探討
x

y 









2

1
與

x

y 









2

1
圖像的關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




















0,2

0,
2

1

x

x
y

x

x

定義域：xR 值域： 10  y   

關係：將
x

y 









2

1
的圖像 y 軸右側的部分翻折到 y

軸左側的到
x

y 









2

1
的圖像，關於 y 軸對稱. 

⑵已知函數 
1

2

1












x

y 用計算器或電腦作出函數圖

像，求定義域、值域，並探討
1

2

1












x

y 與
1

2

1












x

y 圖像的關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3.5

3

2.5

2

1.5

1

0.5

-0.5

-3 -2 -1 1 2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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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1,2

1,
2

1

1

1

x

x
y

x

x

  定義域：xR    值域： 10  y  

關係：將
1

2

1












x

y （x>1）的圖像在直線 x=1 右側的部分翻折到直線 x=1 左

側得到
1

2

1












x

y 的圖像，是關於直線 x=1 對稱 

總結：對於有些複合函數的圖像，則常用基本函數圖像+變換方法作出： 

即把我們熟知的基本函數圖像，通過平移、作其對稱圖等方法，得到我們所

要求作的複合函數的圖像，如上例，這種方法我們遇到的有以下幾種形式： 

函 數 y=f(x) 

y=f(x+a) a>0 時，向左平移 a 個單位；a<0 時，向右平移|a|個單位. 

y=f(x)+a a>0 時，向上平移 a 個單位；a<0 時，向下平移|a|個單位. 

y=f(-x) y=f(-x)與 y=f(x)的圖像關於 y 軸對稱. 

y=-f(x) y=-f(x)與 y=f(x)的圖像關於 x 軸對稱. 

y=-f(-x) y=-f(-x)與 y=f(x)的圖像關於原點軸對稱. 

y=f(|x|) y=f(|x|)的圖像關於 y 軸對稱，x 0 時函數即 y=f(x)，所以

x<0 時的圖像與 x 0 時 y=f(x)的圖像關於 y 軸對稱. 

y=|f(x)| 
∵










.0)(),(

0)(),(
)(

xfxf

xfxf
xfy

；
， ∴ y=|f(x)| 的 圖 像 是

y=f(x) 0 與 y=f(x)<0 圖像的組合. 

y＝ )(1 xf   y= )(1 xf  與 y=f(x)的圖像關於直線 y=x 對稱. 

五、鞏固練習： 

1. 的值域是________.               2.作出 的圖像。 

六、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七、課後作業： 

1. 的圖像一定通過點____________。 

2. 把
x

y 









3

1
的 圖 像 上 各 點 向 _________, 再 向 __________, 就 可 以 得 到

2
3

1
1











x

y 的圖像。 

（3）作出
2

2



x

y 的圖像。 

八、板書設計： 

2.6.3 指數函數 

平移的性質; 

例 1： 

練習：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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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7.1 對數的概念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理解對數的概念,瞭解對數與指數的關係; 理解對數的概念，能

夠進行對數式與指數式的互化； 

過程與方法：通過與指數式的比較,引出對數的定義與性質；學會對數式與

指數式的互化,從而培養學生的類比、分析、歸納能力;通過對數的運演算法則的

學習,培養學生的嚴謹的思維品質； 

情感、態度、價值觀：在學習過程中培養學生探究的意識；讓學生感受對數

運的重要性,增加學生的成功感,增強學習的積極性。 

教學重點：對數的概念 

教學難點：對數概念的理解.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某種細胞分裂時,1 個分裂成 2 個,2 個分裂成 4 個,……，那麼分裂ｘ次，

得到的細胞的個數ｙ與ｘ的函數關係式是什麼？ 

問題 2：如果知道了細胞的個數 y,如何確定分裂的次數 x 呢? 

問題 3：假設 2002 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為 a 億元，如果每年平均增長 8%，寫出

經過多少年那麼經過多少年國民生產總值是 2002 年的 2 倍？ 

 x
%81 =2x=? 

設疑，引起學生的好奇心。 

二、新知探究： 

從上面可以知道單純指數函數已經解決不了類似這種已知底數和冪求指數的

問題，所以我們今天學習一種新的函數，對數函數，為此我們先學習對數。 

1.定義：一般地，如果  1,0  aaa 的 b 次冪等於 N, 就是 Nab  ，那麼

數 b 叫做 以 a 為底 N 的對數，記作 bNa log ，a 叫做對數的底數，N 叫做真

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4：仿照對數的概念，將下列指數式寫成對數式. 

（1） 1642       ；            （2） 100102  ； 

（3） )10(,10  aaa 且    ； （4） )10(,1  aaaa 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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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思考完成後，老師總結： 01log a ， 1log aa )10(  aa 且  

問題 5：若 Nab  ，b= Nalog ，則 ____
log


Naa 。 

老師總結：對數恒等式： 則有 Na
Na 

log ， )10(  aa 且  

問題 6:負數與零有沒有對數? 

問題 7：讓同學們閱讀課本 P84 的內容,（自主學習自然對數和自然對數的概念）

完成下列各題： 

(1) 5log10 簡記作______ ;(2) 5.3log10 簡記作______. 

(3) 3log e 簡記______;    (4) 10log e 簡記作______. 

三、新知應用： 

例 1 將下列指數式寫成對數式：（課本第 87 頁） 

（1） 45 =625    （2） 62 =
64

1
    （3） a3 =27    (4) m）（

3

1
=5.73 

例 2 將下列對數式寫成指數式： 

（1） 416log
2

1  ；       （2） 2log 128=7； 

（3）lg0.01=-2；          （4）ln10=2.303 

例 1，2 由學生完成，老師評價。 

例 3 計算：  ⑴ 27log9 ，⑵ 81log 4 3
，⑶   32log

32



，⑷ 625log

3 45
 

解法一：⑴設 x 27log9   則 ,279 x   32 33 x ,  ∴
2

3
x  

⑵設 x 81log 4 3
   則   8134 

x

,  44 33 

x

, ∴ 16x  

⑶令 x   32log
32




=    1

32
32log




 ,  

∴     1

3232



x

, ∴ 1x  

⑷令 x 625log
3 45

,  ∴   62553 4 
x

,  43

4

55 
x

,  ∴ 3x  

四、課堂練習： 

課本 P87 練習 1，2，3.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課本 P87 習題 2.7：1，2 

七、板書設計： 

2.7.1 對數的概念 

概念：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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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7.2 對數的運算性質 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掌握對數的運算性質，並能理解推導這些法則的依據和過

程；（2）能較熟練地運用法則解決問題； 

過程與方法：通過運用對數的運算性質解決問題，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培養

學生團結合作的意識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勇於探索、敢於創新的精神，初步具備應用

數學知識分析，從探索中獲得成功的體驗。 

教學重點：對數運算性質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對數運算性質的證明方法. 

教學方法：啟發引導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1）對數的概念是什麼？負數與零有沒有對數？ 

問題 2：（1） ______1log a ， ________log a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對數恒等式 _____
log


Na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3：指數運演算法則 

)________()(

),_______()(

),______(

Rnab

Rnma

Rnmaa

n

nm

nm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類似指數運演算法則，對數都有運演算法則： 

二、新知探究： 

積、商、冪的對數運演算法則： 

如果 a > 0，a  1，M > 0， N > 0  有： 

)(

)(

)(

3R)M(nnlogMlog

2NlogMlog
N

M
log

1NlogMlog(MN)log

a

n

a

aaa

aaa







 

證明：①設 alog M=p, alog N=q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由對數的定義可以得：M= pa ，N= q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MN= pa qa = qpa    ∴ alog MN=p+q， 

即證得 alog MN= alog M + alog N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③設 alog M=P  由對數定義可以得 M= pa , 

∴ nM ＝ npa   ∴ alog nM =np，  即證得 alog nM =n alog M 

法則 2 由學生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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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 

根據上面的對數運演算法則，判斷下列各題的對錯，如果錯請說明理由： 

1. 110log2log5log 101010  （     ） 

2. )5(log)3(log)5)(3(log 222  （     ） 

3. )10(log2)10(log 10

2

10  （     ） 

4. NMMN aaa loglog)(log  （     ） 

5. NMNM aaa loglog)(log  （     ） 

6. log log loga a a

x
x y

y
  （     ） 

7. (log ) logn

a ax n x   （     ） 

三、新知應用： 

例 1 計算 

（1） 5log 25，  （2） 4.0log 1，  （3） 2log （ 74 × 52 ），  （4）lg 5 100  

老師提示學生先觀察對數的真數和底數之間的數量關係，師生共同完成例題。 

解：（1） 5log 25= 5log 25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 4.0log 1=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3） 2log （ 74 ×25）= 2log 74 + 2log 52  

= 2log 722  + 2log 52   = 2×7+5=19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4）lg 5 100 =
5

2
lg10

5

2
log10

5

1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87 練習 2 

五、新知應用： 

例 2 用 xalog ， yalog ， zalog 表示下列各式： 

3

2

log)2(;(1)log
z

yx

z

xy
a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1）
z

xy
alog = alog （xy）- alog z= alog x+ alog y- alog z 

（2）
3

2

log
z

yx
a = alog （ 2x 3log) zy a  

    = alog 2x + alog 3log zy a =2 alog x+ zy aa log
3

1
log

2

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六、鞏固練習： 

1.課本 P87 練習 1 

七、新知應用： 

例 3 計算：(1)lg14-2lg
3

7
+lg7-lg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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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法一：lg14-2lg
3

7
+lg7-lg18 

=lg(2×7)-2(lg7-lg3)+lg7-lg( 23 ×2) 

=lg2+lg7-2lg7+2lg3+lg7-2lg3-lg2=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法二： 

lg14-2lg
3

7
+lg7-lg18=lg14-lg 2)

3

7
( +lg7-lg18  

=lg 01lg

18)
3

7
(

714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八、鞏固練習： 

計算：(1)
9lg

243lg
   (2)

2.1lg

10lg38lg27lg 
  

 

九、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十、課後作業： 

課本 P88 習題 2.7：3，4 

十一、板書設計： 

2.7.2 對數的運演算法

則 

法則： 

例 1: 

練習： 

例 2，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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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7.3 對數的換底公式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掌握對數的換底公式，並能解決有關的化簡、求值、證明問題； 

過程與方法：通過掌握對數的換底公式，並能解決有關的化簡、求值、證明

問題，培養學生觀察分析、抽象概括能力、歸納總結能力、邏輯推理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培養學生團結合作的意識與分析

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重點：換底公式及推論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換底公式的證明和靈活應用. 

教學方法：啟發引導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對數的運演算法則 

如果 a > 0，a  1，M > 0， N > 0  有： 

_____________)3(

_____________)2(

___________)1(







n

a

a

a

Mlog
N

M
log

(MN)log

 

今天我們學習對數的換底公式及其推理。 

二、探究新知： 

1.對數換底公式： 

a

N
N

m

m
a

log

log
log    ( a > 0 ,a  1 ，m > 0 ,m  1,N>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證明：設 alog  N = x , 則 xa  = N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兩邊取以 m 為底的對數： NaxNa mmm

x

m loglogloglog   

  從而得：
a

N
x

m

m

log

log
   ∴ 

a

N
N

m

m
a

log

log
log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兩個常用的推論: 

① 1loglog  ab ba ，  1l o gl o gl o g  acb cb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② b
m

n
b a

n

am loglog  （ a, b > 0 且均不為 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證：① 1
lg

lg

lg

lg
loglog 

b

a

a

b
ab b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② b
m

n

am

bn

a

b
b am

n
n

am log
lg

lg

lg

lg
log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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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知應用： 

例 1 已知 2log 3 = a， 3log 7 = b,  用 a, b 表示 42log  56 

解：因為 2log 3 = a，則 2log
1

3
a

  , 又∵ 3log 7 = b, 

  ∴
1

3

12log7log

2log37log

42log

56log
56  log

33

33

3

3
42











bab

ab
 

例 2 計算：①
3log1 2.05


     ② 4

2

194 32log2log3log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①原式 = 15

3

1

5

5

5

5

5

3

1
log

3log
5

2.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②原式 = 
2

3

4

5

4

1
2log

4

5
2log

2

1
3log

2

1
23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四、鞏固練習： 

1.已知 18log  9 = a , b18  = 5 ,  用 a, b 表示 36log 45    

2.若 8log 3 = p , 3log  5 = q  , 求 lg 5 

3.
9

1
log

8

1
log

25

1
log 532   

五、課堂小結 ： 

 本節課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1.課本 P88 習題 2.7：6 

  2.證明： b
x

x
a

ab

a log1
log

log
  

加分題： 3.已知 )2lg(2lglg yxyx  ，求
y

x
2

log 的值 

七、板書設計： 

2.7.3 對數的換底公式 

公式：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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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8.1 對數函數的定義、圖像、性質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通過具體實例，直觀瞭解對數函數模型所刻畫的數量關係，

初步理解對數函數的概念，體會對數函數是一類重要的函數模型；（2）會求對數

函數的定義域； 

過程與方法：通過對數函數是指數函數的反函數，根據互為反函數的兩個函數

的圖像間關於直線 y=x 對稱的性質，引入對數函數的定義； 

情感、態度、價值觀：對體會指數函數與對數函數內在的對稱統一，培養歸

納思維能力和邏輯推理能力，提高數學發現能力。 

教學重點：對數函數的定義 

教學難點：對數函數與指數函數間的關係.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某種細胞分裂時,1 個分裂成 2 個,2 個分裂成 4 個,……，那麼分裂ｘ次，

得到的細胞的個數 y 與 x 的函數關係式是什麼？ y = x2  

問題 2：如果知道了細胞的個數 y,如何確定分裂的次數 x 呢? 

學生很容易就會的出 yx 2log  

二、探究新知： 

問題 3：通過課件顯示下列的函數圖像：函數 y = x2 在它的定義域和值域中是否

具有一一對應的關係？ 

 

 

  

 

 

 

 

 

 

問題 4：那麼 y=ax、 x=logay 與 y=logax 有什麼關係？ 

（通過課件顯示三者的關係，學生討論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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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根據反函數的概念我們能否判斷 y = x2 和 xy 2log 互為反函數？ 

老師給出對數函數的定義： 

函 數 xy al o g )10(  aa 且 叫 做 對 數 函 數 ； 它 是 指 數 函 數 xay   

)10(  aa 且 的反函數。 

對數函數 xy alog  )10(  aa 且 的定義域為 ),0(  ，值域為 ),(  。 

三、運用新知： 

例 1 下列那幾個函數是對數函數（           ） 

(1)y=log32x   (2)y=log(-4)x  (3)y=lgx  (4)y=log(2a-1)x （其中 a>0.5 且 a≠1) 

例 2 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 

（1）
2log xy a ； （2） )4(log xy a  ； （3） )9(log 2xy a   

分析：此題主要利用對數函數 xy alog 的定義域（0，+∞）求解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1）由
2x >0 得 0x ,∴函數

2log xy a 的定義域是 0| xx ； 

（2）由 04  x 得 4x ，∴函數 )4(log xy a  的定義域是 4| xx  

（3）由 9- 02  x 得-3 3 x ， 

∴函數 )9(log 2xy a  的定義域是 33|  xx  

四、鞏固練習： 

1. 下列那幾個函數是對數函數（           ） 

(1)y=-log3x   (2)y=log(-2)x  (3)y=lg-x (x<1) (4)y=log(a-1)x （其中 a>1 且 a≠2) 

2.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 

（1）y= 3log (1-x)                       (2)y=
x2log

1
 

(3)y=
x31

1
log 7


                        xy 3l o g)4(   

3.求下列函數的反函數： 

（1）y= x4 (x∈R)                    (2)y= x25.0 (x∈R) 

(3)y= x)
3

1
( (x∈R)                    (4)y= x)2( (x∈R) 

(5)y=lgx(x＞0)                        (6)y=2 4log x(x＞0)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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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 

（1） 3
2log xy                   (2) 34log 5.0  xy  

(3)y=
x1

1
log 2                    （4）y= 5log (1-x) 

2.畫出函數 y = x2 和 y = x)
2

1
( 的圖像。 

七、板書設計： 

2.8.1 對數函數 

定義：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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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1

-1

-2

-3

-6 -4 -2 2 4 60

1

1
A

4

3

2

1

-1

-2

-3

-2 2 4 60

1

1

課    題：2.8.2 對數函數的定義、圖像、性質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進一步鞏固對數函數的定義，掌握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及

其運用。過程與方法：通過比較、對照的方法，引導學生結合圖像類比指數

函數，探索研究對數函數的性質， 

培養學生數形結合的思想方法，學會研究函數性質的方法． 

情感、態度、價值觀：滲透應用意識，培養歸納思維能力和邏輯推理能力，

提高數學發現能力. 

教學重點：掌握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教學難點：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及應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1.求出下列對數函數的定義域。 

（1）y=
x2

1
log 3  （2） 12log 2  xy  

問題 5：.指數函數和對數函數的是互為什麼函數，它的圖形是關於什麼對稱的？ 

問題 6：學習指數函數時，對其性質研究了哪些內容，採取怎樣的方法？ 

二、探究新知： 

問題 7：由於對數函數 xy alog 與指數函數 xay  互為反函數,你能類比前面討論

指數函數性質的思路，得出研究對數函數性質的內容和方法嗎？ 

學生很容易得出，我們只要畫出和 xay  的圖像關於 xy  對稱的曲線，就可以

得到 xy alog 的圖像，然後根據圖像特徵得出對數函數的性質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畫出函數的圖

像，結合圖像研究函數的性質：定義域、值域、特殊點、單調性、最大（小）值、

奇偶性． 

問題 8：上節課我們的課外作業已經佈置作函數 y = x2 和 y = x)
2

1
( 的圖像，我們能

否根據指數函數和對數函數的圖像關於直線 xy  對稱，作出 xy 2log ，

xy
2

1log 的 圖 像 ？ 由 學 生 在 y = x2 和 y = x)
2

1
( 的 直 角 座 標 系 中 根 據 做 出

xy 2log 和 xy
2

1lo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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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利用指數和對數函數的對稱性來作圖外，我們還可以通過描點法來作圖。 

老師通過幾何畫板，然後運用幾何畫板顯示 xy 2log 與 xy
2

1log 圖像形成的動

態過程，驗證學生所作圖像的標準性，同時培養學生的觀察與分析能力，對學生

進行數學圖形美學教育．也培養了學生的運動的觀點。 

問題 9：繼續變更底數 a 的取值 3,4,5,a…，通過幾何畫板動畫演示出它們的圖像，

然後引導學生發現它們有哪些共同的特徵？進而猜想對數函數 xy alog 在 a>1

時的圖像與性質． 

問題 10：讓學生類比上述過程，通過變更底數 a 的取值 ， ，…，利用幾

何畫板動畫演示出它們的圖像．猜想對數函數 xy alog 0<a<1 時的圖像與

性質。  

通過上面的思考過程，由學生可以完成一下表格： 

 a>1 0<a<1 

圖 

象 

3

2.5

2

1.5

1

0.5

-0.5

-1

-1.5

-2

-2.5

-1 1 2 3 4 5 6 7 8

0

1

1

 

3

2.5

2

1.5

1

0.5

-0.5

-1

-1.5

-2

-2.5

-1 1 2 3 4 5 6 7 80

1

1

 

性 

質 

定義域：（0，+∞） 

值域：R 

過點（1，0），即當 x=1 時，y=0  

)1,0(x 時 0y  

),1( x 時 0y  

)1,0(x 時  0y   

),1( x 時 0y  

在（0，+∞）上是增函數 在（0，+∞）上是減函數 

 

問題 11：觀察下列對數函數的圖像，思考底數 a 是如何影響函數 xy alog 的？ 

學生獨立思考，師生共同總結規律：在第一象限內，自左向右，圖像對應的對數

函數的底數逐漸變大。 

 

 

 

 

 

 

 

三、新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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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比較下列各組數中兩個值的大小： 

⑴ 5.8log,4.3log 22 ；           ⑵ 7.2log,8.1log 3.03.0 ； 

⑶ )1,0(9.5log,1.5log  aaa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⑴考查對數函數 xy 2log ，因為它的底數 2>1，所以它在（0，+∞）上

是增函數，於是 5.8log4.3log 2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⑵考查對數函數 xy 3.0log ，因為它的底數 0<0.3<1，所以它在（0，+∞）

上是減函數，於是 7.2log8.1log 3.03.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12：兩個同底數的對數比較大小的一般步驟是什麼？  

例 2 比較下列各組中兩個值的大小： 

⑴ 6log,7log 76 ；               ⑵ 8.0log,log 23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分析：由於兩個對數值不同底，故不能直接比較大小，可在兩對數值中間

插入一個已知數，間接比較兩對數的大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⑴ 16log7log 66  ， 17log6log 77  ， 6log7log 76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小結 3：引入中間變數比較大小 

例 3 仍是利用對數函數的增減性比較兩個對數的大小，當不能直接比較

時，經常在兩個對數中間插入 1 或 0 等，間接比較兩個對數的大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三、鞏固練習： 

1.比較大小 

⑴ 3.0log7.0log 4.03.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⑵
2

1

6.04.3
3

1
8.0log7.0log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⑶ 1.0log1.0log 2.03.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下列是 6 個對數函數的圖像，比較它們底數的大小。 

 
 

四、課堂小結 ：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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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後作業： 

1．比較 2log 0.7 與
3

1log 0.8 兩值大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已知下列不等式，比較正數 m、n 的大小： 

（1） 3log m＜ 3log n                    (2) 3.0log m＞ 3.0log n   

(3) alog m＜ alog n(0＜a＜1)            (4) alog m＞ alog n(a＞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六、板書設計： 

2.8.2 對數函數的定義、圖像、

性質 

性質表格：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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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8.3 對數函數的定義、圖像、性質 3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進一步理解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掌握對數形式的複合函數

單調性的判斷； 

過程與方法：滲透應用意識培養歸納思維能力和邏輯推理能力，提高數學發

現能力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的數學應用意識. 

教學重點：掌握對數形式的複合函數單調性的判斷。 

教學難點：對數運算性質、對數函數性質的應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1．完成下表（對數函數 xy alog ,0( a 且 )0a 的圖像和性質） 

 10  a  1a  

圖 

象 
  

定義域 
 

 

值域 
 

 

性 

質 
 

 

2.函數 xyxyxy lg,log,log 52  的圖像如圖所示，回答

下列問題． 

（1）說明哪個函數對應於哪個圖像，並解釋為什

麼？ 

 

（2）函數 xy alog 與 xy
a

1log  

,0( a 且 )0a 有什麼關係？圖像之間 又有什麼特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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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y   x  a 1 

logy   x  a 2 

logy   x  a 3 

logy   x  a 4 

殊的關係？ 

（3）已知函數 xyxyxyxy aaaa 4321
log,log,log,log  的圖像，則底數之間

的關係：             ． 

 

 

 

 

 

 

二、例題講解： 

例 1．已知 )13(log aa 恒為正數，求 a 的取值範圍． 

解：（略） 

[總結點評]：（由學生獨立思考，師生共同歸納概括）．  

 例 2．求函數 )78lg()( 2  xxxf 的定義域及值域．  

解：（略） 

例 3．求函數 )54(log)( 2

2.0  xxyxf 的單調區間． 

解：（略） 

注意：複合函數單調性的求法及規律：“同增異減”． 

四、鞏固練習： 

1.求 y= 3.0log ( 2x -2x)的單調遞減區間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求函數 y= 2log ( 2x -4x)的單調遞增區間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3.已知 y= alog (2- xa )在［0，1］上是 x 的減函數，求 a 的取值範圍. 

4.  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值域： 

 （1） )52(log 2

2  xxy  （2） )(log 2 xxy a  )10(  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學習了以下內容：對數複合函數單調性的判斷 

六、課外作業： 

1.求函數 )23(log 2

2

1 xxy  的單調區間． 

2.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值域： 

⑴
4

1
2 12

 xy       ⑵ )2(log 2

3  xxy       ⑶ )54(log 2

3

1  xxy        

七、板書設計： 

2.8.3 對數函數的定義、圖

像、性質 

性質表格： 

例題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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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9.1 函數的應用舉例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掌握“增長率”、“利息”、“利潤最大”等應用問題的

解法；（2）掌握根據已知條件建立函數關係式； 

過程與方法：通過對生活中實際問題的分析與探討，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培

養學生團結合作的意識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數形之間轉換等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勇於探索、敢於創新的精神，初步具備應用

數學知識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意識，從探索中獲得成功的體驗。 

教學重點：根據已知條件建立函數關係式 

教學難點：數學建模意識.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1.填空 

（1）．指數函數 )10(  aaay x 且 的圖像和性質： 

 a>1 0<a<1 

 

圖 

象 

6

5

4

3

2

1

-1

-4 -2 2 4 6

0

1

 

6

5

4

3

2

1

-1

-4 -2 2 4 6

0

1

 

 

性 

質 

(1)定義域：_____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值域：______ 

（3）過點_________ 

（4）在 R 上是___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4）在 R 上是____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對數函數 xy alog  )10(  aa 且 的圖像和性質： 

 a>1 0<a<1 

圖 

象 

3

2.5

2

1.5

1

0.5

-0.5

-1

-1.5

-2

-2.5

-1 1 2 3 4 5 6 7 8

0

1

1

 

3

2.5

2

1.5

1

0.5

-0.5

-1

-1.5

-2

-2.5

-1 1 2 3 4 5 6 7 80

1

1

 

性 定義域：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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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值域：________ 

過點__________ 

)1,0(x 時,_________ 

),1( x 時,________  

)1,0(x 時  ,________ 

),1( x 時 ,________ 

在（0，+∞）上是____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在（0，+∞）上是______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二、探究新知： 

在數學應用題中，某些量的變化，通常都是遵循一定規律的，這些規律就是

我們學過的函數，應用題的數學模型是針對或參照應用特徵或數量依存關係採用

形式化的數學語言，概括或近似表達出來的一種數學結構，本節課結合實例介紹

解應用題常用的數學模型之一:函數模型. 數學模型就是把實際問題用數學語言

抽象概括，再從數學角度來反映或近似地反映實際問題時，所得出的關於實際問

題的數學描述. 

人口增長、企業效益的增長、產品價格的下跌等知識，都涉及到在某一起點

的基礎上增長，再增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利用指數函數的概念和性質，特別是

當 a＞1 時，y＝ax 為增函數，當 0＜a＜1 時，y＝ax 為減函數，有時再結合指數與

對數的互化可求 x 的值。 

銀行利息問題，單利是指僅本金產生利息；複利是指一定時期後本金的利息

計入本金一起產生利息，即息又生息，利滾利． 

三、新知運用： 

例 1 按複利計算利息的一種儲蓄，本金為 a 元，每期利率為 r，設本利和為 y，

存期為 x，寫出本利和 y 隨存期 x 變化的函數關係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如果存入本金 1000 元，每

期利率為 2.25%，試計算 5 期後本利和是多少？ 

問題 1：剛才我們說了“複利”是什麼？存錢 1 期後有多少錢？又存第 2 期的本

金有是多少？又存第 3 期的本金有是多少？ 

解：1 期後 )1(1 raraay      

   2 期後 2

2 )1( ray    …… 

  ∴x 期後，本利和為： xray )1(   

  將 a = 1000 元，r = 2.25%，x = 5 代入上式：  

  55 0225.11000%)25.21(1000 y  

  由計算器算得：y = 1117.68（元） 

答:複利函數式為 xray )1(  ,5 年後的本例和為 1117.68 元 

總結：在實際問題中，常常遇到有關平均增長率的問題，如果基礎量為 a，平均

增長率為 r，則對於時間 x 的總量 y＝a（1＋r）x，解決平均增長率的問題，可用

此公式建立函數式。 

問題 2：解答應用題的基本步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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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一起總結： 

①合理、恰當假設；②抽象概括數量關係，並能用數學語言表示；③分析、

解決數學問題；④數學問題的解向實際問題的還原. 

例 2 某鄉鎮現在人均一年佔有糧食 360 千克，如果該鄉鎮人口平均每年增長

1.2%，糧食總產量平均每年增長 4%，那麼 x 年後若人均一年佔有 y 千克糧食，

求出函數 y 關於 x 的解析式. 

問題 2：這道題是否屬於平均增長問題？它與前一道題的區別是什麼？ 

分析：此題解決的關鍵在於恰當引入變數，抓准數量關係，並轉化成數學運算式，

具體解答可以仿照例子. 

解：設該鄉鎮現在人口量為 M，則該鄉鎮現在一年的糧食總產量 360M 

經過 1 年後，該鄉鎮糧食總產量為 360M（1+4%），人口量為 M（1+1.2%） 

則人均佔有糧食為
%)2.11(

%)41(360





M

M
 

經過 2 年後,人均佔有糧食為
2

2

%)2.11(

%)41(360





M

M
 

…… 

經過 x 年後，人均佔有糧食 

y=
x

x

M

M

%)2.11(

%)41(360




, 

即所求函數式為：y=360(
012.1

04.1
) x  

評述：例 3 是一個有關平均增長率的問題，如果原來的產值的基礎數為 N，平均

增長率為 R，則對於時間 x 的總產值 y 可以用下面的公式，即 y=N(1+P) x  

解決平均增長率的問題，常用這個函數式. 

例 3 北京市的一家報刊攤點，從報社買進《北京晚報》的價格是每份是 0.20 元，

賣出的價格是每份 0.30 元，賣不掉的報紙可以以每份 0.05 元的價格退回報社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在

一個月（30 天計算）裡，有 20 天每天可賣出 400 份，其餘 10 天每天只能賣出

250 份，但每天從報社買進的份數必須相同，這個攤主每天從報社買進多少份，

才能使每月所獲的利潤最大？並計算他一個月最多可賺得多少元？ 

解 ： 若 設每 天從 報 社買 進 x （ Nxx  ,400250 ） 份 ，則 每 月共 可 銷 售

)2501020( x 份，每份可獲利潤 0.10 元，退回報社 )250(10 x 份，每份虧損 0.15

元，建立月純利潤函數 )(xf ，再求 )(xf 的最大值，可得一個月的最大利潤. 

設每天從報社買進 x 份報紙，每月獲得的總利潤為 y 元，則依題意，得 

)250(1015.0)2501020(10.0  xxy  400,250,6255.0  xx  

函數 y 在  400,250 上單調遞增， 400x 時， 825max y （元） 

即攤主每天從報社買進 400 份時，每月所獲得的利潤最大，最大利潤為 825 元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總結：① 在實際問題中函數的定義域必須根據引數所代表的實際意義來確定，

準確確定函數的定義域是建立函數模型解答實際問題的一個關鍵環節，不可忽



 113 

視；②閉區間上的單調函數的最值勤在區間的端點取得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四、鞏固練習： 

1．某超市為了獲取最大利潤做了一番試驗，若將進貨單價為 8 元的商品按 10 元

一件的價格出售時，每天可銷售 60 件，現在採用提高銷售價格減少進貨量的辦

法增加利潤，已知這種商品每漲 1 元，其銷售量就要減少 10 件，問該商品售價

定為多少時才能賺得利潤最大，並求出最大利潤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課本 P88 練習： 

3.一種產品的年產量是 a 件，在今後的 m 年內，計畫使年產量平均每年比上一年

增加 P%，寫出年產量隨經過年數變化的函數關係式.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課後作業： 

1.一種產品的成本原來是 a 元，在今後 m 年內，計畫使成本平均每年比上一年降

低 P%，寫出成本隨經過年數變化的函數關係式. 

2.課本 P89 習題 2.9 第 3 題 

六、板書設計： 

2.9.1 函數的應用舉例 

數學模型： 

平均增長公式： 

例 1，2：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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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2.9.2 函數的應用舉例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使學生適應各學科的橫向聯繫.2.能夠建立一些物理問題的

數學模型. 

過程與方法：通過對生活中實際問題的分析與探討，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培

養學生團結合作的意識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數形之間轉換等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勇於探索、敢於創新的精神，初步具備應用

數學知識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意識，從探索中獲得成功的體驗。 

教學重點：數學建模的方法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如何把實際問題抽象為數學問題.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上一節課，我們主要學習了有關增長率的數學模型，平均增長率的公式

是什麼？解答應用題的基本步驟是什麼？ 

這一節，我們學習有關物理問題的數學模型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二、新知探究： 

例 1（課本第 86 頁  例 2）設海拔 x m 處的大氣壓強是 y Pa，y 與 x 之間的函

數關係式是 kxcey  ，其中 c，k 為常量，已知某地某天在海平面的大氣壓為
51001.1  Pa，1000 m 高空的大氣壓為 51090.0  Pa，求：600 m 高空的大氣壓強 奎屯

王新敞
新疆（結

果保留 3 個有效數字）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將 x = 0 , y = 51001.1  ；x = 1000 , y = 51090.0  ， 代入 kxcey  得：  

)2(

)1(

1090.0

1001.1

1090.0

1001.1
10005

5

10005

05





















kk

k

ce

c

ce

ce
   

 將 (1) 代入 (2) 得： 

     
01.1

90.0
ln

1000

1
1001.11090.0 100055  ke k  

  計算得： 41015.1 k     ∴ xey
41015.151001.1
  

  將 x = 600 代入,  得： 6001015.15 4

1001.1  

 ey   

  計算得： 6001015.15 4

1001.1  

 ey ＝0.943×105(Pa) 

答：在 600 m 高空的大氣壓約為 0.943×105Pa. 

說明：（1）此題利用數學模型解決物理問題；（2）需由已知條件先確定函數式；

（3）此題實質為已知引數的值，求對應的函數值的數學問題；（4）此題要求學

生能借助計算器進行比較複雜的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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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M 

A      D      O             

B 

D                                    

E 

B 

C 

A 

例 2 在測量某物理量的過程中，因儀器和觀察的誤差，使得 n 次測量分別得到

1a , 2a ,……, na 共 n 個資料，我們規定所測量的物理量的“最佳近似值”a 是這

樣一個量：與其他近似值比較 a 與各資料差的平方和最小.依次規定，從 1a , 2a ,……, 

na 推出的 a=________.(1994 年全國高考試題) 

分析：此題應排除物理因素的幹擾，抓准題中的數量關係，將問題轉化為函數求

最值問題. 

解：由題意可知，所求 a 應使 y=(a- 1a ) 2 +(a- 2a ) 2 +…+(a- na ) 2  最小 

由於 y=na 2 -2( 1a + 2a +…+ na )a+( 1a 2 + 2a 2 +…+ na 2 )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若把 a 看作引數，則 y 是關於 a 的二次函數，於是問題轉化為求二次函數的最小

值. 

因為 n＞0,二次函數 f(a)圖像開口方向向上. 

當 a=
n

1
 ( 1a + 2a +…+ na )，y 有最小值. 

所以 a=
n

1
 ( 1a + 2a +…+ na )即為所求. 

說明：此題在高考中是具有導向意義的試題，它以物理知識和簡單數學知識為基

礎，並以物理學科中的統計問題為背景，給出一個新的定義，要求學生讀懂題目，

抽象其中的數量關係，將文字語言轉化為符號語言，即 

y=(a- 1a ) 2 +(a- 2a ) 2 +…+(a- na ) 2 ，然後運用函數的思想、方法去解決問題，解題

關鍵是將函數式化成以 a 為引數的二次函數形式，這是函數思想在解決實際問題

中的應用. 

例 3 某種放射性元素的原子數 N 隨時間 t 的變化規律是 N= 0N te  ,其中 0N ，λ

是正的常數. 

（1）說明函數是增函數還是減函數；（2）把 t 表示成原子數 N 的函數；（3）求

當 N=
2

0N
t 的值. 

解：（1）由於 0N ＞0,λ＞0，函數 N= 0N te  是屬於指數函數 y= xe 類型的，所以

它是減函數，即原子數 N 的值隨時間 t 的增大而減少 

（2）將 N= 0N te  寫成 te  =
0N

N
 

根據對數的定義有-λt=ln
0N

N
 

所以 t=-


1
 (lnN-ln 0N )= 



1
 (ln 0N -lnN)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3)把 N=
2

0N
代入 t=



1
 (ln 0N -lnN)得 t=



1
 (ln 0N -ln

2

0N
) 

=


1
 (ln 0N -ln 0N +ln2)= 



1
l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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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鞏固練習： 

1．如圖，已知⊙O 的半徑為 R，由直徑 AB 的端點 B 作圓的切線，從圓周上任

一點 P 引該切線的垂線，垂足為 M，連 AP 設 AP=x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⑴寫出 AP+2PM 關於 x 的函數關係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⑵求此函數的最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距離船隻 A 的正北方向 100 海裡處有一船隻 B，以每小時 20 海裡的速度，沿

北偏西 60角的方向行駛，A 船隻以每小時 15 海裡的速度向正北方向行駛，兩船

同時出發，問幾小時後兩船相 距最近？ 

四、課堂小結 ：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課後作業： 

1.要使火車安全行駛，按規定，鐵道轉彎處的圓弧半徑不允許小於 600m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如

果某段鐵路兩端相距 156m，弧所對的圓心角小於 180o,試確定圓弧弓形的高所允

許的取值範圍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一根均勻的輕質彈簧，已知在 600N 的拉力範圍內，其長度與所受拉力成

一次函數關係，現測得當它在 100N 的拉力作用下，長度為 0.55m,在 300N 拉力作

用下長度為 0.65，那麼彈簧在不受拉力作用時，其自然長度是多少？ 

 

六、板書設計： 

2.9.2 函數的應用舉例 

步驟： 

例 1，2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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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函數複習小結（一）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瞭解本章知識網路結構. 2.進一步熟悉函數有關概念. 3.進一步認識

函數思想； 

過程與方法：通過複習函數的有關概念，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培養學生團結合作

的意識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數形之間轉換等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加強數學應用意識，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重點：突出本章重、難點內容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通過例題分析突出函數思想及數形結合思想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複習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前面一段，我們一起研究了函數的有關概念及問題，並掌握了一定的分析問

題、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一節，我們開始對本章小結，使大家進一步熟悉函數的

有關概念、基本方法與基本的解題思想；並通典型例題分析進一步提高大家的分

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1.本章知識網路結構： 

  性质

图像

反函数

F:AB

对数

指数

对数函数

指数函数

二次函数

具体函数

一般研究

函数

定义

映射

 
2、深刻理解函數的有關概念： 

1.映射的定義，就明確如下幾點 

（1）映射 f:A→B 說的是兩個集合 A 與 B 間的一種對應，兩個集合是有序. 

（2）映射必須是“多對一”或“一對一”的對應，即允許集合 A 中不同元

素在集合 B 中有相同的象，但不要求 B 中的元素在 A 中都有原象，有原象也不

要求惟一，象集可以是 B 的真子集. 

（3）映射所涉及兩個集合 A、B(均非空)，可以是數集，也可以是點集或其

他類元素構成的集合. 

2.函數的概念 

在映射的基礎上理解函數概念，應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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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函數是一種特殊的對應，它要求是兩個集合必須是非空數集；函數 y=f(x)

是“y 是 x 的函數”這句話的數學表示，其中 x 是引數，y 是引數 x 的函數，f 是

表示對應法則，它可以是一個解析式，也可以是表格或圖像，也有的只能用文字

語言敘述. 

（2）函數三要素是定義域，對應法則和值域，而定義域和對應法則是起決定

作用的要素，因為這二者確定後，值域也就相應得到確定，因此只有定義域和對

應法則二者完全相同的函數才是同一函數. 

（3）確定函式定義域是函數這部分所涉及的重要問題之一，應會求各種函數

的定義域，若為實際問題還應注意實際問題有意義. 

3.函數的單調性 

函數的單調性是函數重要概念之一，應明確： 

（1）它是一個區間概念，即函數的單調性是針對定義域內的區間而言的，談

到函數的單調性必須指明區間（可以是定義域，也可以是定義域內某個區間），

例如函數 y=
x

1
在（-∞,0）上是減函數，在（0，+∞）上也是減函數，但決不能

講函數 y=
x

1
是減函數. 

（2）用函數單調性定義來確定函數在某區間是增函數還是減函數的一般方法

步驟是：取值作差化積定號. 

（3）由函數單調性的定義知，當引數由小到大，函數值也由小到大，則為增

函數，反之，為減函數；由函數圖像的走向十分直觀反映函數變化趨勢，當函數

的圖像（曲線）從左到右是逐漸上升的，它是增函數，反之為減函數. 

4.反函數 

（1）對於任意一個函數 y=f(x)不一定有反函數，如果有反函數，那麼原函數

y=f(x)與它的反函數是互為反函數. 

（2）原函數的定義域是反函數的值域，原函數的值域是反函數的定義域，在

求反函數時，應先確定原函數的值域. 

（3）求反函數的步驟是“一解”“二換”.所謂一解，即是首先由給出原函

數的解析式 y=f(x)，反解出用 y 表示 x 的式子 x=f 1 (y)；二換，即是將 x=f 1 (y)

中的 x,y 兩個字母互換，解到 y=f 1 (x)即為所求的反函數（即先解後換）.當然，

在同一直角坐標系中，函數 y=f(x)與 x=f 1 (y)是表示同一圖像，y=f(x)與 y=f 1 (x)

的圖像關於直線 y=x 對稱. 

（4）一般的偶函數不存在反函數，奇函數不一定存在反函數. 

（5）原函數與其反函數在其對稱區間上的單調性是一致的. 

5．方法總結 

⑴.相同函數的判定方法：定義域相同且對應法則相同. 

⑵.函數運算式的求法：①定義法；②換元法；③待定係數法. 

⑶.反函數的求法：遞解 x,互換 x、y，注明反函數的定義域(即原函數的值域). 

⑷.函數的定義域的求法：布列使函數有意義的引數的不等關係式，求解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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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函數的定義域.常涉及到的依據為①分母不為 0；②偶次根式中被開方數不小

於 0；③對數的真數大於 0，底數大於零且不等於 1；④零指數冪的底數不等於

零；⑤實際問題要考慮實際意義等. 

⑸.函數值域的求法：①配方法(二次或四次)；②判別式法；③反函數法；④

換元法；⑤不等式法；⑥函數的單調性法. 

⑹.單調性的判定法：①設 x 1 ,x 2 是所研究區間內任兩個引數，且 x 1 ＜x 2 ；②

判定 f(x 1 )與 f(x 2 )的大小；③作差比較或作商比較. 

⑺.奇偶性的判定法：首先考察定義域是否關於原點對稱，再計算 f(-x)與 f(x)

之間的關係：①f(-x)=f(x)為偶函數；f(-x)=-f(x)為奇函數；②f(-x)-f(x)=0 為偶；

f(x)+f(-x)=0 為奇；③f(-x)/f(x)=1 是偶；f(x)÷f(-x)=-1 為奇函數. 

⑻.圖像的作法與平移：①據函數運算式，清單、描點、連光滑曲線；②利用

熟知函數的圖像的平移、翻轉、伸縮變換；③利用反函數的圖像與對稱性描繪函

數圖像. 

⑼.函數的應用舉例(實際問題的解法).解決應用問題的一般程式是：①審題：

弄清題意、分清條件和結論、理順數量關係；②建模：將文字語言轉化成數學語

言，利用相應的數學知識模型.③求模：求解數學模型，得到數學結論.④還原：

將用數學方法得到的結論，還原為實際問題的意義. 

3、指數函數與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指數函數 )10(  aaay x 且 的圖像和性質 

 a>1 0<a<1 

 

圖 

象 

6

5

4

3

2

1

-1

-4 -2 2 4 6

0

1

 

6

5

4

3

2

1

-1

-4 -2 2 4 6

0

1

 
 

性 

質 

(1)定義域：R 

（2）值域：（0，+∞） 

（3）過點（0，1），即 x=0 時，y=1 

（4）在 R 上是增函數 （4）在 R 上是減函數 

對數函數 )10(log  aaxy a 且 的性質： 

 a>1 0<a<1 

圖 

象 

3

2.5

2

1.5

1

0.5

-0.5

-1

-1.5

-2

-2.5

-1 1 2 3 4 5 6 7 8

0

1

1

 

3

2.5

2

1.5

1

0.5

-0.5

-1

-1.5

-2

-2.5

-1 1 2 3 4 5 6 7 80

1

1

 

性 

質 

定義域：（0，+∞） 

值域：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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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點（1，0），即當 1x 時， 0y  

)1,0(x 時 0y  

),1( x 時 0y  

)1,0(x 時  0y   

),1( x 時 0y  

在（0，+∞）上是增函數 在（0，+∞）上是減函數 

二、講解範例： 

例 1 已知函數 )(xf 的定義域是［0，1］，則函數 )( 2xf 的定義域是________. 

解：由 0≤ 2x ≤1,解得-1≤ x ≤1  ∴ )( 2xf 的定義域為［－1，1］. 

評述：針對題目中函數關係抽象的特點，可將 )(xf 具體化，能有助於對問題

的理解 與判斷 .設 )(xf = )1( xx  , 它的定義域是［ 0，1］，這時， )( 2xf = 

)1( 22 xx  的定義域是［-1，1］，由此可見，列舉實例是處理抽象函數有關問

題的有效方法. 

例 2 已知函數 )(xf = 21 x  (-1≤x≤0),則 )5.0(1f =________. 

解法一：先求 f 1 (x)後令 x=0.5 

令 y= 21 x ,則 x 2 =1-y 2 ,x=± 21 y ,又-1≤x≤0 ∴x=- 21 y , 

∴f 1 (x)=- 21 x  (0≤x≤1),  ∴f 1 (0.5)=-
2

3
. 

解法二：根據函數 )(xfy  與反函數 )(1 xfy  的關係，求 )5.0(1f 的值，就

是求 )(xf =0.5 的 x 值，令 0.5= 21 x .解之得：x=-
2

3
 

評述：方法二是由於對函數 )(xf 與其反函數 )(1 xfy  之間關係有深刻理

解，因此把求 )(1 af  的問題轉化為求 axf )( 的解的問題，在高觀點指導下進行

高層次的思維，解法自然也就簡單多了. 

三、鞏固課堂： 

1.已知映射 f:M→N,使集合 N 中的元素 y=x 2 與集合 M 中的元素 x 對應，要使映

射 f:M→N 是一一映射，那麼 M，N 可以是（    ） 

 A.M=R，N=R  B.M=R,N={y|y≥0}  C.M={x|x≥0},N=R  D.M={x|x≥0},N={y|y≥0} 

答案：D 

2.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 

（1）y= 34 x ; （2）y=
2

1





x

x
; (3)y= 4

3

1



xx

x
； (4)y=

256

1

xx 
 

3.設 f(x)=
2

2

1

1

x

x




,求證（1）f(-x)=f(x);(2)f(

x

1
)=-f(x). 

四、課堂小結：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課外作業：課本 P113 複習參考二：3，4，5，8，11，12 

六、板書設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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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函數複習小結（二）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瞭解本章知識網路結構. 2.進一步熟悉函數有關概念. 3.進一步

認識函數思想； 

過程與方法：通過複習函數的有關概念，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培養學生團結

合作的意識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數形之間轉換等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加強數學應用意識，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

能力. 

教學重點：突出本章重、難點內容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通過例題分析突出函數思想及數形結合思想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複習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引入： 

通過上一節學習，大家瞭解了本章內容的整體結構，明確了本章的重難點知

識，並熟悉了有關函數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這一節，我們將通過例題分析重

點掌握數形結合的特徵與方法，並進一步認清函數的思想實質，進而掌握其應用. 

二、例題分析： 

例 1 若函數 f(x)=x 2 +bx+c 對任意實數 x 都有 f(2+x)=f(2-x)，那麼（    ） 

A.f(2)＜f(1)＜f(4)            B.f(1)＜f(2)＜f(4) 

C.f(2)＜f(4)＜f(1)            D.f(4)＜f(2)＜f(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分析：此題解決的關鍵是將函數的對稱語言轉化為對稱軸方程. 

解：由 f(2+x)=f(2-x)可知：函數 f(x)的對稱軸為 x=2,由二次函數 f(x)開口方向

向，可得 f(2)最小，又 f(4)=f(2+2)=f(2-2)=f(0) 

在 x＜2 時，y=f(x)為減函數 

∵0＜1＜2，∴f(0)＞f(1)＞f(2) 

即 f(2)＜f(1)＜f(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答案：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通過此題可將對稱語言推廣如下： 

（1）若對任意實數 x,都有 f(a+x)=f(a-x)成立，則 x=a 是函數 f(x)的對稱軸 

（2）若對任意實數 x,都有 f(a+x)=f(b-x)成立，則 x=
2

ba 
是 f(x)的對稱軸. 

例 2 求 f(x)=x 2 -2ax+2 在［2，4］上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解：先求最小值. 

因為 f(x)的對稱軸是 x=a，可分以下三種情況： 

（1）當 a＜2 時，f(x)在［2，4］上為增函數，所以 f(x)min=f(2)=6-4a; 

(2)當 2≤a＜4 時，f(a)為最小值，f(x)min=2-a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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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 a＞4 時，f(x)在［2，4］上為減函數，所以 f(x)min=f(4)=18-8a 

綜上所述：f(x)min=














)2(          ,818

)42(           ,2

)2(           ,46

2

aa

aa

a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最大值為 f(2)與 f(4)中較大者：f(2)-f(4)=(6-4a)-(18-8a)=12+4a 

(1)當 a≥3 時，f(2)≥f(4),則 f(x)max=f(2)=6-4a; 

(2)當 a＜3 時，f(2)＜f(4),則 f(x)max=f(4)=18-8a. 

故 f(x)max=








)3(          ,88

)3(          ,46

aa

aa
 

評述：本題屬於二次函數在給定區間上的最值問題，由於二次函數的係數含有參

數，對稱軸是變動的，屬於“軸動區間定”，由於圖像開口向上，所以求最小值

要根據對稱軸 x=a 與區間［2，4］的位置關係，分三種情況討論；最大值在端點

取得時，只須比較 f(2)與 f(4)的大小，按兩種情況討論即可，實質上是討論對稱

軸位於區間中點的左、右兩種情況. 

例 3 已知 f(x)=|lgx|,且 0＜a＜b＜c, f(b)＜f(a)＜f(c),則下列一定成立的是

（    ） 

A.a＜1,b＜1,且 c＞1         B.0＜a＜1,b＞1 且 c＞1 

C.b＞1,c＞1                D. c＞1 且
c

1
＜a＜1,a＜b＜

a

1
  

分析：畫出 y=|lgx|的圖像如圖：f(x)在（0，1）內是

減函數，在（1，+∞）上為增函數. 

觀察圖像，因為 f(a)＜f(b)＜f(c),所以 c＞1 且
c

1
＜a

＜1,a＜b＜
a

1
.答案：D 

評述：通過此題體會數形結合思想，體會函數圖像

在函數單調性問題中的應用. 

例 4 函數 f(x)=x 2 -bx+c，滿足對於任何 x∈R 都有 f(1+x)=f(1-x)，且 f(0)=3,則 f(b x )

與 f(c x )的大小關係是（    ） 

A.f(b x )≤f(c x )                  B.f(b x )≥f(c x ) 

C.f(b x )＜f(c x )                  D.f(b x )＞f(c x ) 

分析：由對稱語言 f(1+x)=f(1-x)可以確定函數對稱軸，從而確定 b 值，再由 f(0)=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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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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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2

-10 -5 5 10 15 20 25

0 42 a

1.2

1

0.8

0.6

0.4

0.2

-0.2

-0.4

-0.6

0.5 1 1.5 2 2.5

10 1

a

1

c 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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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確定 c 值，然後結合 b x ,c x 的大小關係及二次函數的單調區間使問題得以解決. 

解：∵f(1+x)=f(1-x)∴f(x)的對稱軸 x=-
2

b
=1 

∴b=2,又 f(0)=3,∴c=3, 

∴f(x)=x 2 -2x+3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1)當 x＞0 時，1＜2 x ＜3 x ,且 f(x)在［1，+∞ ) 上是增函數 

所以 f(2 x )＜f(3 x ),即 f(b x )＜f(c x )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當 x＜0 時，1＞2 x ＞3 x ,且 f(x)在（-∞,1）上是減函數，所以 f(2 x )＜f(3 x )，

即 f(b x )＜f(c x )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3)當 x=0 時，2 x =3 x =1 

則 f(2 x )=f(3 x ),即 f(b x )=f(c x ) 

綜上所述，f(b x )≤f(c x ). 

答案：A 

三、課堂練習： 

課本 P113 複習參考二：B 組 1，2，5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四、課堂小結：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課外作業 

課本 P113 複習參考二：7，6，14，15 

六、板書設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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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3.1.1 數列的一般概念（一）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理解數列及其有關概念，瞭解數列和函數之間的關係；瞭解數

列的通項公式，並會用通項公式寫出數列的任意一項；對於比較簡單的數列，會

根據其前幾項寫出它的個通項公式。 

過程與方法：通過對一列數的觀察、歸納，寫出符合條件的一個通項公式，

培養學生的觀察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本節課的學習，體會數學來源於生活，提高數學

學習的興趣。 

教學重點：數列及其有關概念，通項公式及其應用，前 n 項和與 an 的關係 

教學難點：根據一些數列的前幾項抽象、歸納數列的通項公式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國際象棋有八行八列，64 個格子。國王要獎勵國際象棋的發明者問他有

什麼要求， 發明者說：在第 1 個格子裡放 1 顆麥粒，在第 2 個格子裡放 2 顆麥

粒，在第 3 個格子裡放 4 顆麥粒，在第 4 個格子裡放 8 顆麥粒，在第 5 個格子裡

放 16 顆麥粒，依次類推。國王答應了。問國王能滿足滿足上述要求嗎？ 

學生思考後得出一列數
6332 2...2,2,2,1 ，國王不能滿足滿足上述要求。 

問題 2：請同學們觀察下列的幾組數，它們之間具有什麼共同特徵？ 

（1）
6332 2...2,2,2,1  

（2）4，5，6，7，8，9，10．            

（3）1，
2

1
，

3

1
，

4

1
，

5

1
，….            

（4）1，0.1，0.01，0.001，0.0001，….     

（5）1，1.4，1.41，1.414，….             

（6）-1，1，-1，1，-1，1，….             

（7）2，2，2，2，2，….                   

二、新知探究： 

由上面學生的回答：共同特點是：⑴均是一列數；⑵有一定次序.老師很自

然地給出： 

1.數列的定義：按一定次序排列的一列數叫做數列. 

問題 3：請大家根據數列的概念來判斷：（1）1，2，3，4，5，6   （2）6，5，4，

3，2，1 是相同的數列嗎？ 

問題 4：3，3，3，3，3，…..，是數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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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生的答案，老師總結： 

注意：⑴數列的數是具有有序性，因此，如果組成兩個數列的數相同而排列

次序不同，那麼它們就是不同的數列； 

⑵定義中並沒有規定數列中的數必須不同，因此，同一個數在數列中可以重複

出現. 

 

2.數列的項：數列中的每一個數都叫做這個數列的項. 各項依次叫做這個數

列的第 1 項（或首項），第 2 項，…，第 n 項，…. 

問題 5：在（2）4，5，6，7，8，9，10．中，第一項是哪個數？10 是這列數的

第幾項？ 

 

⒊數列的一般形式：  ,,,,, 321 naaaa ，或簡記為 na ，其中 na 是數列的第

n 項 

結合上述例子，幫助學生理解數列及項的定義. ②中，這是一個數列，它的首項

是“1”，“
3

1
”是這個數列的第“3”項，等等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4.數列的分類： 

1)按照項數來分： 

有窮數列：項數有限的數列.例如，數列（1）、（2）是有窮數列. 

無窮數列：項數無限的數列. 例如，數列（3）、（4）、（5）、（6）、（7）都是無

窮數列. 

2）根據數列項的大小分： 

遞增數列：從第 2 項起，每一項都不小於它的前一項的數列。 

遞減數列：從第 2 項起，每一項都不大於它的前一項的數列。 

常數數列：各項相等的數列。 

問題 6：下麵我們再來看這些數列的每一項與這一項的序號是否有一定的對應關

係？這一關係可否用一個公式表示？我們來觀察一下（3）1，
2

1
，

3

1
，

4

1
，

5

1
，….          

(引導學生進一步理解數列與項的定義，從而發現數列的通項公式） 

項    1    
5

1

4

1

3

1

2

1  

↓   ↓    ↓    ↓    ↓ 

序號  1    2     3     4     5 

這個數的第一項與這一項的序號可用一個公式：
n

an

1
 來表示其對應關係 

即：只要依次用 1，2，3…代替公式中的 n，就可以求出該數列相應的各項 

由上面的思考和討論，老師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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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數列的通項公式：如果數列 na 的第 n 項 na 與 n 之間的關係可以用一個公式來

表示，那麼這個公式就叫做這個數列的通項公式. 

注意：⑴並不是所有數列都能寫出其通項公

式，如上述數列（5）； 

⑵一個數列的通項公式有時是不唯一的，如

數列：1，0，1，0，1，0，…它的通項公式可以

是
2

)1(1 1


n

na ，也可以是 |
2

1
cos| 




n
an . 

⑶數列通項公式的作用：①求數列中任意一

項；②檢驗某數是否是該數列中的一項. 

5.從映射、函數的觀點來看，數列也可以看作是一個定義域為正整數集 N*

（或它的有限子集{1，2，3，…，n}）的函數，當引數從小到大依次取值時對應

的一列函數值，數列的通項公式就是相應函數的解析式. 

對於函數，我們可以根據其函數解析式畫出其對應圖像，看來，數列也可根

據其通項公式畫出其對應圖像，下面同學們練習畫數列①，②的圖像，並總結其

特點. 

在畫圖時，為方便起見，直角坐標系兩條坐標軸上的單位長度可以不同. 數

列（2）、（3）的圖像分別如圖 1，圖 2 所示. 

6．數列的圖像都是一群孤立的點. 

7．數列有三種表示形式： 

列舉法，通項公式法和圖像法. 

反過來，對於函數 y=f(x),如果 f(i)（i=1、2、3、4…）有意義，那麼我們可以得到

一個數列 f(1)、 f(2)、 f(3)、 f(4)…，f(n)，… 

三、新知應用： 

例 1 根據下麵數列 na 的通項公式，寫出前 5 項： 

（1） na
n

n
a n

nn 


 )1()2(;
1

 

問題 7：由通項公式定義可知，只要將通項公式中 n 依次取什麼，即可得到數列

的前 5 項？ 

解：（1） ;
6

5
;

5

4
;

4

3
;

3

2
;

2

1
.5,4,3,2,1 54321  aaaaan  

    (2)  ;5;4;3;2;
2

1
.5,4,3,2,1 54321  aaaaan  

例 2 寫出下面數列的一個通項公式，使它的前 4 項分別是下列各數： 

（1）1，3，5，7；  （2） ;
5

15
;

4

14
,

3

13
;

2

12 2222 
 

（3）-
21

1


，

32

1


，-

43

1


，

54

1


.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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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 1=2×1-1  3=2×2-1  5=2×3-1  7=2×4-1 

 ↓        ↓        ↓        ↓     

序號   1         2        3         4 

即這個數列的前 4 項都是序號的 2 倍減去 1， 

∴它的一個通項公式是： 12  nan ； 

（2）序號：1       2       3      4 

    ↓      ↓      ↓     ↓     

項分母：2=1+1   3=2+1   4=3+1  5=4+1 

↓      ↓      ↓     ↓     

項分子： 22-1    32-1    42-1    52-1 

即這個數列的前 4 項的分母都是序號加上 1，分子都是分母的平方減去 1，

∴它的一個通項公式是： 
1

)1( 2






n

nn
an ；  

（3）序號 

21

1

     

1      




      

32

1

     

3      




      

43

1

     

3      




       

54

1

     

4      




  

             ‖           ‖           ‖           ‖ 

    
)11(1

1
)1( 1


  

)12(2

1
)1( 2


  

)13(3

1
)1( 3


   

)12(2

1
)1( 2


  

這個數列的前 4 項的絕對值都等於序號與序號加 1 的積的倒數，且奇數項為

負，偶數項為正，所以它的一個通項公式是： 
)1(

1
)1(




nn
a n

n  

四、鞏固練習： 

1.課本 P120 練習：1-4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課本 P122 習題 3.1：1，2. 

七、板書設計： 

3.1.1 數列 

定義：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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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3.1.2 數列的概念（二）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瞭解數列的遞推公式，明確遞推公式與通項公式的異同；會根

據數列的遞推公式寫出數列的前幾項；理解數列的前 n 項和與 na 的關係； 

過程與方法：經歷數列知識的感受及理解運用的過程；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本節課的學習，體會數學來源於生活，提高數學

學習的興趣。 

教學重點：根據數列的遞推公式寫出數列的前幾項 

教學難點：理解遞推公式與通項公式的關係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1．已知數列 na 的通項公式 2 4 12na n n   ，則 4a = 12 ， 7a =    9 ，65 是它 

   的第  11 項 ；從第  7  項起各項為正； na 中第   2   項的值最小為 

16  ． 

2．寫出下列各數列的一個通項公式： 

  （1）1，
4

3
，

9

5
，

16

7
，……           

2

2 1
n

n
a

n



 

  （2）
1

1
2

，
1

3
4

，
1

5
8

，
1

7
16

，……    
1

2 1
2

n n
a n    

  （3）1，
3

2
，

1

3
，

3

4
，

1

5
，……       

2 ( 1 )n

na
n

 
  

  （4）9，99，999，9999，……         1 0 1n

na    

（5）0，1，0，1，0，1，……         
1 ( 1 )

2

n

na
 

  

二、新知探究： 

問題 1：已知數列：4，5，6，7，……，這數列中任一項與它的前一項的關係存

在什麼關係？通項能否用含前一項的式子表示？ 

學生通過思考後回答： 1 1n na a   （2≤n） 

對於上述所求關係，若知其第 1 項，即可求出其他項，看來，這一關係也較為重

要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遞推公式： 

1．遞推公式定義：如果已知數列 na 的第 1 項（或前幾項），且任一項 na

與它的前一項 1na   （或前幾項）間的關係可以用一個

公 式 來 表 示 ， 那 麼 這 個 公 式 就 叫 做 這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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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列的遞推公式。   

三、新知應用： 

例 1．已知數列 na 的第 1 項是 1，以後的各項由公式
1

1
1n

n

a
a 

  給出，寫出這個數

列的前 5 項。 

解： 1 1a  ，  2

1

1
1 2a

a
   ，    3

3

2
a  ，     4

5

3
a  ，     5

8

5
a  ．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122 練習 

五、新知應用： 

例 2．（1）已知數列 na 適合： 1 1a  ， 1na 

2

2

n

n

a

a



，寫出前五項並寫出其

通項公式； 

    （2）用上面的數列 na ，通過等式 1n n nb a a   構造新數列 nb ，寫出 nb ，

並寫出 nb 的前 5 項。 

解：（1） 1 1a   ， 2

2

3
a  ， 3

2

4
a  ， 4

2

5
a  ， 5

2

6
a  ，……，

2

1
na

n



； 

   （2）
2 2 2

1 2 ( 1)( 2)
nb

n n n n
  

   
， 

      1

1

3
b  ， 2

1

6
b  ， 3

1

10
b  ， 4

1

15
b  ， 5

1

21
b  ． 

六、鞏固練習： 

課本 P122 習題 3.1：3，4 

七、課堂小結：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課後作業： 

1.課本 P122 習題 3.1：1，2 

 

2. 加分題：1．設函數 2( ) log log 4(0 1)xf x x x    ，數列 na 的通項 na

滿足 (2 ) 2 ( )na
f n n N  ，⑴求數列 na 的通項；⑵判定數列{a n }的單調性。     

九、板書設計： 

3.1.2 數列 

定義：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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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3.2.1 等差數列（一）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瞭解公差的概念，明確一個數列是等差數列的限定條件，能根

據定義判斷一個數列是等差數列; 正確認識使用等差數列的各種標記法，能靈活

運用通項公式求等差數列的首項、公差、項數、指定的項 

過程與方法：經歷等差數列的簡單產生過程和應用等差數列的基本知識解決

問題的過程。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等差數列概念的歸納概括，培養學生的觀察、分

析資料的能力，積極思維，追求新知的創新意識。 

教學重點：等差數列的概念，等差數列的通項公式 

教學難點：等差數列的性質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1.德國著名數學家高斯小學時候就可以很快得出算式 1+2+3+···+100=?的答案。 

（1）他計算的數列：1，2，3，4， … ，100 

2.姚明剛進 NBA 一周訓練罰球的個數：第一天：6000，第二天：6500，第三天：

7000，第四天：7500，第五天：8000，第六天：8500，第七天：9000. 

（2）得到數列：6000，6500，7000，7500，8000，8500，9000 

二、新知探究： 

問題 1：大家觀察上面兩數列有什麼共同特徵？ 

同學思考後的出：從第 2 項起，每一項與前一項的差都等於同一常數。老師從

而引出： 

第二項起，每一項與它前面一項的差等於同一個常數（即等差），我們給具有這

種特徵的數列一個名字——等差數列。 

1．等差數列：一般地，如果一個數列從第二項起，每一項與它前一項的差等於

同一個常數，這個數列就叫做等差數列，這個常數就叫做等差數列的公差（常用

字母“d”表示）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注意：⑴．公差 d 一定是由後項減前項所得，而不能用前項減後項來求； 

⑵．對於數列{ na },若 na － 1na =d (與 n 無關的數或字母)，n≥2，n∈N  ，則

此數列是等差數列，d 為公差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2：（1）數列（1）1，2，3，4， … ，100，（2）6000，6500，7000，7500，

8000，8500，9000 的公差分別是多少？ 

 

（2）數列 6，4，2，0,-2,-4…是否為等差數列？若是，則公差是多少?若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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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理由 。 

（3）常數列 a，a，a，…是否為等差數列?若是，則公差是多少?若不是，說明理

由。  

（4）數列 0，1，0，1，0，1 是否為等差數列?若是，則公差是多少?若不是，說

明理由。 

 

問題 3：已知等差數列  ,,,,, 321 naaaa ， 

則 ____12  aa 即： ____12  aa  

____23  aa 即： daaa _____ 123   

___34  aa 即： daaa ______ 134   

…… daan _______1   

這個就是我們要學的等差數列的通項公式可得： dnaan )1(1   

2．等差數列的通項公式： dnaan )1(1  【或 na dmnam )(  】 

∴已知一數列為等差數列，則只要知其首項 1a 和公差 d，便可求得其通項 n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4：已知數列 10，8，6，4，2，…； 則 ______________na （n≥1） 

 

3.由上述關係還可得： dmaam )1(1   

即： dmaa m )1(1   

則： na dna )1(1  = dmnadndma mm )()1()1(   

即的第二通項公式     na dmnam )(     ∴ d=
nm

aa nm




 

三、新知應用： 

例 1 ⑴求等差數列 8，5，2…的第 20 項 

⑵ -401 是不是等差數列-5，-9，-13…的項？如果是，是第幾項？ 

解：⑴由 35285,81  da  

n=20，得 49)3()120(820 a  

⑵由 4)5(9,51  da  

得數列通項公式為： )1(45  nan  

由題意可知，本題是要回答是否存在正整數 n，使得 )1(45401  n 成立

解之得 n=100，即-401 是這個數列的第 100 項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例 2 在等差數列 na 中，已知 105 a ， 3112 a ，求 1a , d , naa ,20  

解法一：∵ 105 a ， 3112 a ，則 

    








3111

104

1

1

da

da 








3

21

d

a
   ∴ 53)1(1  ndnaan  

5519120  daa  

解法二：∵ 3710317512  ddd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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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581220  daa     53)12(12  ndnaan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小結：第二通項公式  dmnaa mn )(   

例 3 已知數列{ na }的通項公式 qpnan  ，其中 p 、q 是常數，那麼這個數列是

否一定是等差數列？若是，首項與公差分別是什麼？  

   分析：由等差數列的定義，要判定 na 是不是等差數列，只要看 1 nn aa （n≥2）

是不是一個與 n 無關的常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當 n≥2 時, （取數列 na 中的任意相鄰兩項 1na 與 na （n≥2）） 

])1([)(1 qnpqpnaa nn   pqppnqpn  )( 為常數 

∴{ na }是等差數列，首項 qpa 1 ，公差為 p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注：①若 p=0，則{ na }是公差為 0 的等差數列，即為常數列 q，q，q，… 

②若 p≠0, 則{ na }是關於 n 的一次式,從圖像上看,表示數列的各點均在一次

函數 y=px+q 的圖像上,一次項的係數是公差,直線在 y 軸上的截距為 q. 

③數列{ na }為等差數列的充要條件是其通項 na =pn+q (p、q 是常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稱其為第

3 通項公式 

④判斷數列是否是等差數列的方法是否滿足 3 個通項公式中的一個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126 練習 1，2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1.課本 P127 練習 5 

2.課本 P127 習題 3.2：1，2 

七、板書設計： 

3.2.1 等差數列 

定義：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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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3.2.2 等差數列的性質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明確等差中項的概念；進一步熟練掌握等差數列的通項公式及

推導公式, 能通過通項公式與圖像認識等差數列的性質，能用圖像與通項公式的

關係解決某些問題。 

過程與方法：通過等差數列的圖像的應用，進一步滲透數形結合思想、函

數思想；通過等差數列通項公式的運用，滲透方程思想。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對等差數列的研究，使學生明確等差數列與一

般數列的內在聯繫，從而滲透特殊與一般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 

教學重點：等差數列的定義、通項公式、性質的理解與應用 

教學難點：靈活應用等差數列的定義及性質解決一些相關問題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數列 ;,1,
5

4
;

5

3
,

5

2
;

5

1
 是等差數列嗎？它的通項公式是什麼？ 

問題 2：等差數列的通項公式是什麼？有幾種方法可以求公差 d？ 

二、新知探究： 

問題 3：在如下的兩個數之間，插入一個什麼數後這三個數就會成為一個等差數

列：（1）2 ，(      )  ，  4       （2）-12，(      ) ，0       （3）a,(    ),b 

經過學生的思考和討論後得出結果，從而引出等差中項的概念： 

如果在 a 與 b 中間插入一個數 A，使 a，A，b 成等差數列，那麼 A 叫做 a 與 b 的

等差中項。即：A=
2

ba 
是 a,A,b 成等差數列的充要條件 

問題 4：數列：1，3，5，7，9，11，13…中 

5 是 _____ 和 _____ 的 等 差 中 項 ， _____ 和 _____ 的 等 差 中 項 ， 即

______,____42  aa  

9 是 _____ 和 _____ 的 等 差 中 項 ， _____ 和 _____ 的 等 差 中 項 ， 即

__________64  aa  

老師由上面的內容歸納總結： 

性質：在等差數列中，若 m+n=p+q，則， qpnm aaaa   

即  m+n=p+q  qpnm aaaa   (m, n, p, q ∈N )   

但通常 ①由 qpnm aaaa   推不出 m+n=p+q ，② nmnm aaa   

三、新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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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在等差數列{ na }中，若 1a + 6a =9, 4a =7, 求 3a  , 9a  . 

分析：要求一個數列的某項，通常情況下是先求其通項公式，而要求通項公

式，必須知道這個數列中的至少一項和公差，或者知道這個數列的任意兩項（知

道任意兩項就知道公差），本題中，只已知一項，和另一個雙項關係式，想到從

這雙項關係式入手…… 

解：∵ {an }是等差數列 

   ∴ 1a + 6a = 4a + 3a  =9 3a =9－ 4a =9－7=2 

   ∴ d= 4a － 3a =7－2=5 

   ∴ 9a = 4a +(9－4)d=7+5*5=32 

   ∴  3a  =2, 9a =32 

例 2 等差數列{ na }中， 1a + 3a + 5a =－12, 且 1a · 3a · 5a =80. 求通項 na   

分析：要求通項，仍然是先求公差和其中至少一項的問題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而已知兩個條件

均是三項複合關係式，欲求某項必須消元（項）或再弄一個等式出來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 1a + 5a =2 3a   

   

















8

20

80

412321aaa

51

51

531

33531

aa

aa

aaa

aa
 

      1a =－10,  5a =2 或 1a =2, 5a =－10 

    ∵ d=
15

15



 aa
 ∴ d=3 或－3  

   ∴ na =－10+3 (n－1) = 3n－ 13 或 na =2 －3 (n－1) = －3n+5 

四、鞏固練習： 

1.在等差數列 na 中，已知 105 a ， 3112 a ，求首項 1a 與公差 d  

2.在等差數列 na 中，若 maa  83  求 65 aa   

3.在等差數列{ na }中, 已知 3a ＋ 4a ＋ 5a ＋ 6a ＋ 7a ＝450, 求 2a ＋ 8a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1.在等差數列 na 中, 若 65 a   158 a  求 14a  

2.在等差數列 na 中， 若 aa 5    ba 10  求 15a       

   3.在等差數列  na 中若 30521  aaa  ， 801076  aaa  ，求

151211 aaa    

4.在等差數列 na 中，若 21512841  aaaaa  求 8a ． 

七、板書設計： 

3.2.2 等差數列 

等差中項： 

性質：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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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3.3.1 等差數列的前 n 項和（一）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掌握等差數列前 n 項和公式及其獲取思路；會用等差數列的前

n 項和公式解決一些簡單的與前 n 項和有關的問題 

過程與方法：通過公式的推導和公式的運用，使學生體會從特殊到一般，再

從一般到特殊的思維規律，初步形成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一般思路和方法；通

過公式推導的過程教學，對學生進行思維靈活性與廣闊性的訓練，發展學生的思

維水準.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公式的推導過程，展現數學中的對稱美。 

教學重點：等差數列 n 項和公式的理解、推導及應 

教學難點：靈活應用等差數列前 n 項公式解決一些簡單的有關問題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小故事”: 

高斯是偉大的數學家，天文學家，高斯十歲時,有一次老師出了一道題目,老師

說: “現在給大家出道題目:1+2+…100=?” 

過了兩分鐘,正當大家在：1+2=3；3+3=6；4+6=10…算得不亦樂乎時，高斯站

起來回答說： 

“1+2+3+…+100=5050。 

教師問：“你是如何算出答案的？ 

高斯回答說：因為 1+100=101；2+99=101；…50+51=101，所以 101×50=5050”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作為數學王子的高斯從小就善於觀察，敢於思考，所以他能

從一些簡單的事物中發現和尋找出某些規律性的東西。 

二、新知探究： 

問題 1：現在如果要你算，你能否用簡便的方法來算出它的值呢？ 

老師提示： 10099321计.1  算：  

10099321     （1） 

100 ＋99＋98＋ …＋2  ＋1     （2） 

把（1）+（2）得到： 5050
2

)1001(100
10099321 


   

問題 2： nn  )1(321计 算：  

仿照前面的方法，同學們思考後得出答案：
2

)1(
)1(321




nn
nn  

這種方法其實就是我們接著要學習的“倒序相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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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列的前 n 項和：數列 na 中， naaaa  321 稱為數列 na 的前 n 項和，

記為 nS  

1．等差數列的前 n 項和公式 1：
2

)( 1 n
n

aan
S


  

證明：  nnn aaaaaS  1321     ① 

       1221 aaaaaS nnnn      ② 

①+②： )()()()(2 23121 nnnnnn aaaaaaaaS     

      ∵   23121 nnn aaaaaa  

   ∴ )(2 1 nn aanS    由此得：
2

)( 1 n
n

aan
S


  

問題 3：用這條公式求 nS ，我們需要知道什麼條件？ 

 若將 dnaan )1(1    代入公式 1 即得： 
2

)1(
1

dnn
naSn


  

這個是 等差數列的前 n 項和公式 2：
2

)1(
1

dnn
naSn


   

問題 4：用這條公式 2 求 nS ，我們需要知道什麼條件？ 

總之：兩個公式都表明要求 nS 必須已知 nadan ,,, 1 中三個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三、新知應用： 

例 1 一個堆放鉛筆的 V 型的最下麵一層放一支鉛筆，往上每一層都比它下

面一層多放一支，最上面一層放 120 支，這個 V 形架上共放著多少支鉛筆？ 

解：由題意可知，這個 V 形架上共放著 120 層鉛筆，且自下而上各層的鉛

筆成等差數列，記為 na ，其中 120,1 1201  aa ，根據等差數列前 n 項和的公式，

得 

7260
2

)1201(120
120 


S  

答：V 形架上共放著 7260 支鉛筆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例 2 等差數列-10，-6，-2，2，…前多少項的和是 54？ 

解：設題中的等差數列為 na ，前 n 項為 nS  

則 54,4)10()6(,101  nSda  

由公式可得 544
2

)1(
10 




nn
n  

解之得： 3,9 21  nn （舍去） 

∴等差數列-10，-6，-2，2…前 9 項的和是 54 

例 3 已知一個等差數列的前 10 項的和是 310，前 20 項的和是 1220，   

         求其前 n 項和的公式. 

           解：由題設： 31010 S    12202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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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122019020

3104510

1

1

da

da
 










6

41

d

a
 

                ∴ nn
nn

nSn 


 236
2

)1(
4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131 練習 1，2，3 題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課本 P131 練習 3，5，6 題 

七、板書設計： 

3.3.1 等差數列的前 n 項

和 

定義：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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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3.3.2 等差數列的前 n 項和（二）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進一步熟練掌握等差數列的通項公式和前 n 項和公式；瞭解等

差數列的一些性質，並會用它們解決一些相關問題；會利用等差數列通項公式與

前 項和的公式研究 的最值； 

過程與方法：經歷公式應用的過程；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有關內容在實際生活中的應用，使學生再一次感

受數學源於生活，又服務於生活的實用性，引導學生要善於觀察生活，從生活中

發現問題，並數學地解決問題。 

教學重點：熟練掌握等差數列的求和公式 

教學難點：靈活應用求和公式解決問題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首先回憶一下上一節課所學主要內容： 

1.等差數列的前 n 項和公式 1：__________________;  

2.等差數列的前 n 項和公式 2：__________________ 

二、新知應用：    

例 1 . 求集合  100*,7|  mNnnmmM 且 的元素個數，並求這些元素的和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由 1007 n 得 
7

2
14

7

100
n   

              ∴正整數 n 共有 14 個即 M 中共有 14 個元素 

              即：7，14，21，…，98 是 为首项71 a APa 的9814   

              ∴ 735
2

)987(14



nS    答：略 

例 2.在小於 100 的正整數中共有多少個數能被 3 除餘 2，並求這些數的和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分析：滿足條件的數屬於集合，M={m|m=3n+2,m＜100,m∈N*} 

解：分析題意可得滿足條件的數屬於集合，M={m|m=3n+2,m＜100,n∈N*} 

由 3n+2＜100,得 n＜32
3

2
,且 m∈N*, 

∴n 可取 0，1，2，3，…，32. 

即 在小於 100 的正整數中共有 33 個數能被 3 除餘 2. 

把這些數從小到大排列出來就是：2，5，8，…，98. 

它們可組成一個以 1a =2,d=3, 33a =98,n=33 的等差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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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nS =
2

)(
1 n

aan 
,得 33S =

2

)982(33 
=1650. 

答：在小於 100 的正整數中共有 33 個數能被 3 除餘 2，這些數的和是 1650. 

 

三、鞏固練習： 

求集合 M={m|m=2n－1,n∈N*,且 m＜60}的元素個數及這些元素的和. 

 

四、新知應用： 

例3 .已知等差數列{ na }中 1a =13且 3S = 11S ,那麼n取何值時, nS 取最大值. 

解法1：設公差為d，由 3S = 11S 得： 

3×13+3×2d/2=11×13+11×10d/2 

d= -2,  na =13-2(n-1),  na =15-2n, 

由








 0a

0a

1n

n
即









0)1n(215

0n215
得：6.5≤n≤7.5,所以n=7時, nS 取最大值. 

解法2:由解1得d= -2,又a1=13所以 

    n)
2

d
a(n

2

d
S 1

2

n  = - n 2 +14 n 

       = -（n-7） 2 +49 

∴當n=7， nS 取最大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總結：對等差數列前項和的最值問題有兩種方法: 

（1） 利用 na : 

當 na >0，d<0，前n項和有最大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可由 na ≥0，且 1na ≤0，求得n的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當 na <0，d>0，前n項和有最小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可由 na ≤0，且 1na ≥0，求得n的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 利用 nS ： 

由 n)
2

d
a(n

2

d
S 1

2

n  利用二次函數配方法求得最值時n的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五、鞏固練習： 

1．一個等差數列前 4 項的和是 24，前 5 項的和與前 2 項的和的差是 27，求這個

等差數列的通項公式. 

2．在等差數列{ na }中, 4a ＝－15, 公差 d＝3, 求數列{ na }的前 n 項和 nS 的最小

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六、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七、課後作業： 

課本 P132 習題 3.3：1，4，5，7 題 

八、板書設計： 

3.3.2 等差數列的前 n 項和 

方法：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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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3.4.1 等比數列（一）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掌握等比數列的定義；理解等比數列的通項公式及推導； 

過程與方法：通過實例，理解等比數列的概念；探索並掌握等比數列的通項公式、

性質，能在具體的問題情境中，發現數列的等比關係，提高數學建模能力；體會

等比數列與指數函數的關係。 

情感、態度、價值觀：充分感受數列是反映現實生活的模型，體會數學是來源於

現實生活，並應用於現實生活的，數學是豐富多彩的而不是枯燥無味的，提高學

習的興趣。 

教學重點：等比數列的定義及通項公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靈活應用定義式及通項公式解決相關問題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如果一碗面由 256 根麵條組成,請問需要拉麵師傅拉幾次才能得到? 

答：拉麵時前 9 次拉伸成的麵條根數構成一個數列:（1）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問題 2： 我國古代一些學者提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即一

尺長的木棒，每日取其一半，永遠也取不完，這樣每天剩下的部分都是前一天的

一半。如果把“一尺之棰”看成單位“1”，那麼得到的數列是什麼？ 

（2） ,...
2

1
,......,

16

1
,

8

1
,

4

1
,

2

1
1,

1n
 

問題 3：某種汽車購買時的價格是 10 萬元，每年的折舊率是 15%，這輛車各年

開始時的價值（單位：萬元）分別是多少？ 

答：（3） 10，10×0.85,10×0.852 ,10×0.853,… 

問題 4：上面的三個數列有什麼共同的特點？ 

學生思考後回答：從第二項起,每一項與前一項的比都等於同一個常數。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等比數列。 

二、新知探究： 

1．等比數列：一般地，如果一個數列從第二項起，每一項與它的前一項的比等

於同一個常數，那麼這個數列就叫做等比數列.這個常數叫做等比數列的公比；

公比通常用字母 q 表示（q≠0），即：
1n

n

a

a
=q（q≠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注意：（1）“從第二項起”與“前一項”之比為常數(q)  

｛ na ｝成等比數列
n

n

a

a 1 =q（ Nn ,q≠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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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隱含：任一項 00  qan 且  

“ na ≠0”是數列｛ na ｝成等比數列的必要非充分條件． 

（3）q= 1 時，{an}為常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三、鞏固練習： 

1、判別下列數列是否為等比數列? 

22,2,2,1)1(  

（2）4，－8，16，－32，64 

（3）－3，－3，－3，－3, …… ,－3 

（4）2,   0,   0,   0，0 

（5）1,  x,  x2,   x3,  …… xn-1 

四、新知探究： 

問題 5：仿照等差數列，我們如何用 q 和 1a 表示第 na 項呢？ 

（課件顯示填空題，由學生完成） 

由等比數列的定義，有： 

____12  aa ； 

__________3  qqa ； 

____________4  qqa ； 

… … … … … … …  

)0(________ 1  qaqqan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總結出：等比數列的通項公式 1: )0( 1

1

1   qaqaa n

n  

2.等比數列的通項公式 2: )0( 1

1   qaqaa m

mn  

3.既是等差又是等比數列的數列：非零常數列． 

五、新知應用： 

例 1  求下列各等比數列的通項公式： 

1． 1a =2,  3a =8 

2． 1a =5, 且 2 1na =3 na   

3． 1a =5, 且
1

1




n

n

a

a

n

n  

解：（略） 

例 2: 一個等比數列的第 3 項與第 4 項分別是 12 與 18，求它的第 1 項與第 2

項. 

解：（略） 

六、鞏固練習： 

課本 P138 練習 1，2 

七、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課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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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本 P138 練習 4； 

2. .課本 P138 習題 3.4：4 

九、板書設計： 

3.4.1 等比數列 

定義： 

公式：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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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3.4.2 等比數列（二）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靈活應用等比數列的定義及通項公式；深刻理解等比中項概

念；熟悉等比數列的有關性質，並系統瞭解判斷數列是否成等比數列的方法 

過程與方法：通過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獲得對等比數列的性質的認識。 

情感、態度、價值觀：充分感受數列是反映現實生活的模型，體會數學是來

源於現實生活，並應用於現實生活的，數學是豐富多彩的而不是枯燥無味的，提

高學習的興趣。 

教學重點：等比中項的理解與應用 

教學難點：靈活應用等比數列定義、通項公式、性質解決一些相關問題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1.填空： 

 等差數列 等比數列 

定義   

符號語言   

通項公式   

二、新知探究： 

1．等比中項：如果在 a 與 b 中間插入一個數 G，使 a,G，b 成等比數列，那麼稱

這個數 G 為 a 與 b 的等比中項.  即 G=± ab （a,b 同號） 

如 果 在 a 與 b 中 間 插 入 一 個 數 G ， 使 a,G ， b 成 等 比 數 列 ， 則

abGabG
G

b

a

G
 2 ，反之，若 G 2 =ab,則

G

b

a

G
 ，即 a,G,b 成等比數

列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a,G,b 成等比數列G 2 =ab（a·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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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等比數列的性質：若 m+n=p+k，則 kpnm aaaa   

在等比數列中，m+n=p+q， kpnm aaaa ,,, 有什麼關係呢？ 

由定義得： 1

1n

1

1         nm

m qaaqaa   1

1k

1

1         kp

p qaaqaa  

22

1

 nm

nm qaaa   ， 22

1

 kp

kp qaaa  

則 kpnm aaaa   

3．判斷等比數列的方法：定義法，中項法，通項公式法 

4．等比數列的增減性：當 q>1, 1a >0 或 0<q<1, 1a <0 時, { na }是遞增數列;當 q>1, 

1a <0,或 0<q<1, 1a >0 時, { na }是遞減數列;當 q=1 時, { na }是常數列;當 q<0 時, { na }

是擺動數列; 

三、例題講解 

例 1 已知   nn ba , 是項數相同的等比數列，求證 nn ba  是等比數列. 

證明：設數列 na 的首項是 1a ，公比為 1q ; nb 的首項為 1b ，公比為 2q ，那

麼數列 nn ba  的第 n 項與第 n+1 項分別為： 

nnnnnn
qqbaqqbaqbqaqbqa )()( 2111

1

21112111

1

21

1

11 与即为与 
  

.
)(

)(
211

2111

211111 qq
qqba

qqba

ba

ba
n

n

nn

nn 





  

它是一個與 n 無關的常數，所以 nn ba  是一個以 q1q2 為公比的等比數列. 

例 2  (1) 已知{ na }是等比數列，且 252,0 645342  aaaaaaan , 求

53 aa     (2) a≠c,三數 a, 1, c 成等差數列， 22 ,1, ca 成等比數列，求
22 ca

ca




 

解：(1) ∵{ na }是等比數列， 

∴ 2a 4a ＋2 3a 5a ＋ 4a 6a ＝( 3a ＋ 5a ) 2 ＝25,  

又 na >0, ∴ 3a ＋ 5a ＝5; 

        (2) ∵a, 1, c 成等差數列, ∴ a＋c＝2,  

又 a 2 , 1, c 2 成等比數列, ∴a 2  c 2 ＝1, 有 ac＝1 或 ac＝－1,  

當 ac＝1 時, 由 a＋c＝2 得 a＝1, c＝1,與 a≠c 矛盾， 

        ∴ ac＝－1,   62)( 222  acc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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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1
22






ca

ca
. 

四、鞏固練習： 

1．求
23

23




與

23

23

＋

－
的等差中項； 

2．求 a 4 ＋a 2 b 2 與 b 4 ＋a 2 b 2 的等比中項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五、課堂小結 ：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1、在等比數列 na ，已知 51 a ， 100109 aa ，求 18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在等比數列 nb 中， 34 b ，求該數列前七項之積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3、在等比數列 na 中， 22 a ， 545 a ，求 8a ， 

七、板書設計： 

3.4.2 等比數列 

定義： 

公式：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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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3.5 .1 等比數列的前 n 項和（一）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掌握等比數列的前 n 項和公式及公式證明思路；會用等比數列

的前 n 項和公式解決有關等比數列的一些簡單問題。 

過程與方法：經歷等比數列前 n 項和的推導與靈活應用，總結數列的求和

方法，並能在具體的問題情境中發現等比關係建立數學模型、解決求和問題。 

情感、態度、價值觀：在應用數列知識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要勇於探索，積

極進取，激發學習數學的熱情和刻苦求是的精神。 

教學重點：等比數列的前 n 項和公式推導 

教學難點：靈活應用公式解決有關問題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在古印度，有個名叫西薩的人，發明瞭國際象棋，當時的印 

度國王大為讚賞，對他說：我可以滿足你的任何要求。西薩說：請給我棋盤的

64 個方格上，第一格放 1 粒小麥，第二格放 2 粒，第三格放 4 粒，往後每一格都

是前一格的兩倍，直至第 64 格。國王令宮廷數學家計算，結果出來後，國王大

吃一驚。為什麼呢？你們知道西薩要的是多少粒小麥嗎？ 

引導學生寫出麥粒總數 6362

64 228421  S  。帶著這樣的問題，學

生會動手算了起來，他們想到用計算器依次算出各項的值，然後再求和。出來這

種方法，我們還有別的方法可以求出它們的和嗎？  

二、新知探究： 

問題 2：1，2，4，…262，263 是什麼數列？有何特徵？應歸結為什麼數學問題呢？ 

問題 3：設 6362

64 228421  S ，記為（1）式，注意觀察每一項的特徵，

有何聯繫？（學生會發現，後一項都是前一項的 2 倍） 

問題 4： 如果我們把每一項都乘以 2，就變成了它的後一項，（1）式兩邊同乘

以 2 則有 6463

64 2216842  S  記為（2）式。比較（1）(2）兩式，你

有什麼發現？ 

經過比較、研究，學生發現：（1）、（2）兩式有許多相同 

的項，把兩式相減，相同的項就消去了，得到： 1264

64 S  。老師指出：這就

是錯位相減法， 

問 題 5 ： 一 般 地 ， 設 等 比 數 列  naaaa ,, 321  它 的 前 n 項 和 是

nS naaaa  321 ，首項為 1a ，公比為 q ，如何求前 n 項和 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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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共同推出：由








1

1

321

n

n

nn

qaa

aaaaS 
 

得














nn

n

nn

n

qaqaqaqaqaqS

qaqaqaqaaS

1

1

1

3

1

2

11

1

1

2

1

2

111




 

n

n qaaSq 11)1(       

∴當 1q 時，
q

qa
S

n

n





1

)1(1  ①   或
q

qaa
S n

n





1

1   ② 

當 q=1 時， 1naSn   

等比數列的前 n 項和公式： 

   ∴當 1q 時，
q

qa
S

n

n





1

)1(1  ①   或
q

qaa
S n

n





1

1   ② 

當 q=1 時， 1naSn   

當已知 1a , q, n 時用公式①；當已知 1a , q, na 時，用公式②. 

問題 6：有了等比數列的前 n 項和公式，我們可以很快解決國王的那個問題了嗎？

由 1 1, 2, 64a q n   可得 

1(1 )

1

n

n

a q
S

q





=

641 (1 2 )

1 2

 


= 642 1 。 

642 1 這個數很大，超過了 191.84 10 。大約 7000 億噸，用這麼多小麥能從地球

到太陽鋪設一條寬 10 米、厚 8 米的大道，大約是全世界一年糧食產量的 459 倍，

顯然國王兌現不了他的承諾。   

三、新知應用： 

例 1:求等比數列 ，…，的前 8 項和. 

解：（略） 

例 2 求等比數列 1，2，4，…從第 5 項到第 10 項的和. 

解：由 2   2,1 21  qaa 得  

15
21

)21(1 4

4 



S ， 1023

21

)21(1 10

10 



S  

例 3 已知等比數列 中, ,求首項  

解：（略） 

四、鞏固練習： 

1.等比數列   1 1 1 1, , , , 
2 4 8 16

前多少項的和是
63

64
； 

2.等比數列   1 1 1 1, , , , 
2 4 8 16

求第 5 項到第 10 項的和； 

3.等比數列   1 1 1 1, , , , 
2 4 8 16

求前 2n 項中所有偶數項的和。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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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後作業：課本 P148 練習 1，2（2），習題 3.5：1 

七、板書設計： 

3.5.1 等比數列的前 n 項

和 

公式：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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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3.5.2 等比數列的前 n 項和（二）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會用等比數列的通項公式和前 n 項和公式解決有關等比數列

的 qnaaS nn ,,,, 1 中知道三個數求另外兩個數的一些簡單問題；提高分析、解決問

題能力 

過程與方法：通過公式的靈活運用，進一步滲透方程的思想、分類討論的

思想、等價轉化的思想.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公式推導的教學，對學生進行思維的嚴謹性的

訓練，培養他們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教學重點：進一步熟練掌握等比數列的通項公式和前 n 項和公式 

教學難點：靈活使用公式解決問題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等比數列的前 n 項和公式有那些？在什麼情況下用哪一個？ 

練習：求和 2 3 n-11+a+a +a + +a  

二、例題講解 

例 1 求和：（x+ )
1

()
1

()
1

2

2

n

n

y
x

y
x

y
  （其中 x≠0，x≠1，y≠1） 

分析：上面各個括弧內的式子均由兩項組成，其中各括弧內的前一項與後一

項分別組成等比數列，分別求出這兩個等比數列的和，就能得到所求式子的和. 

解：當 x≠0，x≠1，y≠1 時， 

（x+ )
1

()
1

()
1

2

2

n

n

y
x

y
x

y
   

)
111

()(
2

2

n

n

yyy
xxx    

y

yy

x

xx nn

1
1

)
1

1(
1

1

)1(











nn

nn

yy

y

x

xx















1

1 1

1
 

例 2 設數列 na 為  132 4,3,2,1 nnxxxx  0x 求此數列前 n 項的和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用錯項相消法）  
132 4321  n

n nxxxxS           ① 

        nn

n nxxnxxxxS  132 132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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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nn

n nxxxxSx  1211  ， 

      當 1x 時， 

        n
n

n nx
x

x
Sx 






1

1
1

x

nxnxx nnn








1

1 1  
x

nxxn nn








1

11 1

 

       
 

 2

1

1

11

x

nxxn
S

nn

n







 

      當 1x 時，
 

2

1
4321

nn
nSn


   

 

例 3 已知等差數列{ na }的第二項為 8，前十項的和為 185，從數列{ na }中，

依次取出第 2 項、第 4 項、第 8 項、……、第 n2 項按原來的順序排成一個新數列

{ nb }，求數列{ nb }的通項公式和前項和公式 nS  

  解：∵ 








1854510

8

1

1

da

da
, 解得 1a ＝5, d＝3, 

∴ na ＝3n＋2, nb ＝ na
2

＝3× n2 ＋2,  

  nS ＝(3×2＋2)＋ (3× 22 ＋2)＋ (3× 32 ＋2)＋……＋(3× n2 ＋2) 

    ＝3·
12

)12(2



n

＋2n＝7· n2 －6.（分組求和法） 

三、鞏固練習： 

課本 P143 練習 3，4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課後作業： 

課本 P143 習題 3.5：4，5，6，7 

六、板書設計： 

3.5.2 等比數列的前 n 項和 

公式：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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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

与函数的关系

前n项和

通项

定义

数
列

正
整
数
集
上
函
数
及
性
质

数列知识结构

課    題：數列複習小結（一）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系統掌握數列的有關概念和公式； 2．瞭解數列的通項公

式 na 與前 n 項和公式 nS 的關係； 3．能通過前 n 項和公式 nS 求出數列的通項公

式 na ； 

過程與方法：通過對數列的知識結構和公式的複習，以及綜合題目的訓練，

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培養學生團結合作的意識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數

形之間轉換等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複習等差等比數列的基礎知識，類比兩種特殊數

列的知識結構，讓學生感受數學的對稱美；通過對公式的變化使用，探尋簡便的

解題思路，讓學生感受數學發散思維的魅力。 

教學重點：引導學生建構本章的基礎知識體系，落實解決問題的基本方法 

教學難點：對公式靈活運用和借助數列的單調性求數列最值的問題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複習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知識： 

1. 

 

 

 

 

 

 

 

 

 

2.問題 1：等差數列有那些公式和性質？（學生回答，老師點撥） 

3. 問題 2：等比數列有那些公式和性質？（學生回答，老師點撥） 

4. 問題 3：在求等差和等比數列前 n 項和中有那些常用的方法。（學生回答，老

師點撥） 

二、新知應用： 

例 1 設 na 是公差不為 0 的等差數列， 1 2a  且 1 3 6, ,a a a 成等比數列，求 na 的前

n 項和 nS  

解：（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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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等差數列{ }na 和{ }nb 的前 n 項和分別為 nS 和 nT ，且
2

3 1

n

n

S n

T n



，（1）求

5

5

b

a
的

值  

（2）設 )Nn(c
b

a
n

n

n
 ，試求 nc 的最小值. 

解：（略） 

例 3 已知數列 }{ na 的前 n 項和 1nS =4 na +2(n∈N＋)，a 1 =1. 

(1)設 nb = 1na -2 na ,求證：數列 }{ nb 為等比數列， 

(2)設 Cn=
n

na

2
,求證： }{ nC 是等差數列．  

選題意圖：本題考查等差、等比數列的定義及邏輯推理能力．  

證明：(1) 1nS =4 na +2, 2nS =4 1na +2,相減得 2na =4 1na -4 na , 

    ),2(22 112 nnnn aaaa   ,21 nnn aab  又 .21 nn bb    

,1,24 11212  aaaaS又 ,32,5 1212  aaba  

∴ }{ nb 是以 3 為首項，2 為公比的等比數列，∴ nb =3×２ 1n . 

(2)  ∵ ,
2n

n
n

a
C   

n

n

n

n
nn

aa
CC

22 1

1

1 




 1

1

2

2


 


n

nn aa
12 


n

nb

4

3

2

23
1

1









n

n

 

2

1

2

1
1 

a
C  

∴ }{ nC 是以
2

1
為首項，

4

3
為公差的等差數列． 

說明：一個運算式中既含有 na 又含有Ｓｎ，一般要利用 

na ＝ nS － 1nS （ｎ≥２），消去 nS 或 na ，這裡是消去了 nS ． 

三、鞏固練習： 

1.  已知數列｛ na ｝的前 n 項和 nS ，滿足：log 2 （ nS +1）=n+1．求此數列的

通項公式 na ． 

2.  在數列｛ na ｝中，a 1 =0， 1na + nS =n 2 +2n（n∈N+）．求數列｛ na ｝的通項

公式．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課後作業： 

課本 P149 複習參考三 1，4，6，7，8 

六、板書設計： 

數列複習小結（一） 

公式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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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數列複習小結（二）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進一步掌握數列的有關概念和公式的應用 奎屯
王新敞
新疆2.要求學生對等

差、等比數列有更深刻的理解，逐漸形成熟練技巧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過程與方法：通過對數列綜合題目的訓練，引導學生積極思維，培養學生團

結合作的意識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數形之間轉換等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複習等差等比數列的基礎知識，類比兩種特殊數

列的知識結構，讓學生感受數學的對稱美；通過對公式的變化使用，探尋簡便的

解題思路，讓學生感受數學發散思維的魅力。 

教學重點：對等差、等比數列有更深刻的理解，逐漸形成熟練技巧 

教學難點：對公式靈活運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複習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教學過程： 

一、新課引入： 

上一節總結了數列的有關概念、方法、公式等，本節繼續通過講解例題，進

一步加深和提高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問題的靈活性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二、新知應用 

例 1 在△ABC 中，三邊 cba ,, 成等差數列， cba ,, 也成等差數列，求證

△ABC 為正三角形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證：由題設， cab 2 且 cab 2    

∴ cacab 24   

        ∴ caca 2   即 0)( 2  ca   從而 ca     

∴ cab   （獲證） 

   例 2 在等比數列 na 中， 400,60,36 4231  nSaaaa ，求 n 的範圍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 3622

131  qaaa ，∴ 61 qa  

又∵   601 2

142  qqaaa ，且 01 2  q ，∴ 01 qa ， 

∴ 101,6 2

1  qqa 解之：
















3

2

3

2 11

q

a

q

a
或  

當 3,21  qa 時，
   

4013400
2

132

1

11 






 n

nn

n
q

qa
S ，∴ 6n  

（∵ 27335  72936  ） 

當 3,21  qa 時，
    

  8013400
4

132







n
n

nS ， 

∵ *Nn 且必須為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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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n ，（∵     65613,21873
87
 ） 

例 3 設{ na }, { nb }都是等差數列，它們的前 n 項和分別為 nA , nB , 已知

12

35






n

n

B

A

n

n ,求⑴
n

n

b

a
；⑵

8

5

b

a
 

 ⑴ 解法 1：
n

n

b

a
＝

n

n

b

a

2

2
＝

))(12(
2

1

))(12(
2

1

)(

)(

121

121

121

121


















n

n

n

n

bbn

aan

bb

aa
 

12

12




n

n

B

A
＝

34

210





n

n
. 

⑴解法 2：∵{ na }, { nb }都是等差數列
12

35






n

n

B

A

n

n  

∴可設 nA ＝kn(5n+3), nB =kn(2n-1) 

∴ na = nA - 1nA = k[n(5n+3)-(n-1)(5(n-1)+3)]=kn(10n-2), 

  nb = nB - 1nB =k[n(2n-1)-(n-1)(2(n-1)-1)] =kn(4n-3), 

∴
n

n

b

a
=

)34(

)210(





nkn

nkn
=

34

210





n

n
 

⑵解：由⑴解法 2，有 

na = nA - 1nA = k[n(5n+3)-(n-1)(5(n-1)+3)]=kn(10n-2), 

  nb = nB - 1nB =k[n(2n-1)-(n-1)(2(n-1)-1)] =kn(4n-3), 

        ∴ 5a ＝k5 (105-2)=240k 

           8b ＝k8 (48-3)=232k 

        ∴ 
8

5

b

a
=

29

30

232

240


k

k
 

三、鞏固練習： 

1．已知 1a , a 2 , 3a , …, na , …構成一等差數列，其前 n 項和為 nS ＝n 2 , 設 nb

＝
n

na

3
, 記{ nb }的前 n 項和為 nT , (1) 求數列{ na }的通項公式；(2) 證明： nT <1. 

  

   2．已知等差數列{ na }的前 n 項和為 nS ， nb ＝
nS

1
, 且 3a 3b ＝

2

1
, 3S ＋ 5S ＝21, (1) 

求數列{bn}的通項公式；(2) 求證： 1b ＋ 2b ＋ 3b ＋……＋ nb <2. 

  23．已知函數 f (x)＝(x－1) 2 , 數列{ na }是公差為 d 的等差數列，數列{ nb }是公

比為 q 的等比數列(q∈R, q≠1, q≠0),  

若 1a ＝f (d－1), 3a ＝f (d＋1), 1b ＝f (q－1), 3b ＝f (q＋1),  

  (1) 求數列{ na }, { nb }的通項公式； 



 155 

  (2) 設數列{ nc }對任意的自然數 n 均有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149 複習參考三 2，3，5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課本 P149 複習參考三 9，10，11，12，14 

七、板書設計： 

數列複習小結（二） 

公式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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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 
A O 

B 

課    題：4.1.1 角的概念推廣（一）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掌握用“旋轉”定義角的概念，理解並掌握“正角”“負角”

“象限角”“終邊相同的角”的含義; 掌握所有與α角終邊相同的角(包括α角)

的表示方法; 體會運動變化觀點，深刻理解推廣後的角的概念； 

過程與方法：會建立直角坐標系討論任意角,能判斷象限角,會書寫終邊相同

角的集合；掌握區間角的集合的書寫． 

情感、態度、價值觀：提高學生的推理能力；培養學生應用意識． 

教學重點：理解並掌握正角負角零角的定義，掌握終邊相同的角的表示方法. 

教學難點：終邊相同的角的表示.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初中是如何定義角的？ 

通過多媒體演示體操運動員、跳臺跳板運動員的前、後轉體動作．鐘錶秒針的轉

動．工人師傅在擰緊或擰松螺絲。 

問題 2：（1）在運動員“轉體一周半動作”中，運動員是按什麼方向旋轉的，轉

了多大角？ 

（2）鐘錶上的秒針（當時間過了 1.5min 時）是按什麼方向轉動的，轉動了多大

角？ 

（3）工人師傅在擰緊或擰松螺絲時，轉了多大角？ 

（4）這些角是不是在範圍 ]360,0[ 00 嗎？ 

這些例子不僅不在範圍 ]360,0[ 00 ，而且方向不同，有必要將角的概念推廣到任意

角。 

二、新知探究： 

1．角的概念的推廣   

 ⑴“旋轉”形成角 

一條射線由原來的位置 OA，繞著它的端點 O 按逆時針方向旋轉到另一位置

OB，就形成角α．旋轉開始時的射線 OA 叫做角α的始邊，旋轉終止的射線 OB

叫做角α的終邊，射線的端點 O 叫做角α的頂點． 

突出“旋轉”  注意：“頂點”“始邊”“終邊” 

⑵．角的分類：  

正角：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形成的角 

零角：射线没有任何旋转形成的

角 负角：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形成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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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以 OA 為始邊的角α=210°，β=-150°，γ=660°，  

210 0

   
-150 0

    

660 0

 
特別地，當一條射線沒有作任何旋轉時，我們也認為這時形成了一個角，並

把這個角叫做零角．記法：角 或    可以簡記成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⑶注意： 

用“旋轉”定義角之後，角的範圍大大地擴大了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1 角有正負之分    如：=210     =150    =660 

2 角可以任意大 

    實例：體操動作：旋轉 2 周（360×2=720） 3 周（360×3=1080） 

3 還有零角     一條射線，沒有旋轉 

角的概念推廣以後，它包括任意大小的正角、負角和零角．要注意，正角和

負角是表示具有相反意義的旋轉量，它的正負規定純系習慣，就好象與正數、負

數的規定一樣，零角無正負，就好象數零無正負一樣． 

2．“象限角” 

為了研究方便，我們往往在平面直角坐標系中來討論角 

角的頂點合於座標原點，角的始邊合於 x 軸的正半軸，這樣一來，角的終邊

落在第幾象限，我們就說這個角是第幾象限的角（角的終邊落在坐標軸上，則此

角不屬於任何一個象限） 

三、鞏固練習： 

1.如圖⑴⑵中的角分別屬於第幾象限角？ 

 
2.銳角是第幾象限的角？ 

3.第一象限的角是否都是銳角？ 

4.小於 90°的角都是銳角嗎？ 

5. 下列命題：①一個角的終邊在第幾限，就說這個角是第幾象限的角； 

②1400°的角是第四象限的角； 

③-300°的角與 160°的角的終邊相同 

④相等的角的終邊一定相同； 

⑤終邊相同的角一定相等.其中正確命題的 

序號是__________________. 

四、新知探究： 

⑵ 

B1 
y 

⑴ 

O 
x 

45° 

B2 
O 

x 

B3 

y 

30° 
6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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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終邊相同的角： 

問題 3：（1）在座標平面內作出下列各角：30°，390°，-330°;它們是第         象

限的角。 

（2）觀察：390，330角，它們的終邊都與 30角的終邊相同嗎？ 

（3）填空： 

  390=30+_____        )1( k  

  330=30_____       )1( k                

  30=30+_____×360      )0( k  

  1470=30+_____×360    )4( k  

  1770=30+_____×360   )5( k  

（4）所有與 30終邊相同的角連同 30在內可以構成一個集合嗎？ 

（5）那麼如果角不是 30，是 40、-20，那麼與 40、-20終邊相同的角的

集合如何表示？ 

結論：所有與終邊相同的角連同在內可以構成一個集合： 

   ZkkS  ,360|   

即：任何一個與角終邊相同的角，都可以表示成角與整數個周角的和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注意： 

(1) Zk    

(2) 是任意角； 

(3) 0360k 與之間是“+”號， 

如 0360k -30°，應看成 0360k +(-30°)； 

(4)終邊相同的角不一定相等，但相等的角，終邊一定相同，終邊相同的角有

無數多個，它們相差 360°的整數倍． 

五、新知應用： 

例 1 在 0 到 360 度範圍內，找出與下列各角終邊相同的角，並判斷它是哪個

象限的角 

(1) 120 (2)640 (3) 950 1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⑴∵-120º=-360º+240º， 

∴240º的角與-140º的角終邊相同，它是第三象限角． 

⑵∵640º=360º+280º， 

∴280º的角與 640º的角終邊相同，它是第四象限角． 

⑶∵-950º12’=-3360º+129º48’， 

∴129º48’的角與-950º12’的角終邊相同，它是第三象限角． 

例 2 寫出與下列各角終邊相同的角的集合 S，並把 S 中在  720~360 間的

角寫出來： 60⑴     21⑵        14363⑶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1)  ZkkS  ，36060|   

S 中在-360°～720 間的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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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60°=-280°； 

0×360°+60°=60°； 

1×360°+60°=420°． 

(2)  ZkkS  ，36021|   

S 中在-360°～720 間的角是 

0×360°-21°=-21°； 

1×360°-21°=339°； 

2×360°-21°=699°． 

(3)  ZkkS  ，36014363|   

S 中在-360°～720°間的角是 

-2×360°+363º14’=-356º46’； 

-1×360°+363º14’=3º14’； 

0×360°+363º14’=363º14’． 

 

六、鞏固練習： 

1．已知角的頂點與坐標系原點重合，始邊落在 x 軸的正半軸上，作出下列

各角，並指出它們是哪個象限的角？ 

(1)420°，(2)-75°，(3)855°，(4)-510°． 

2.如果 α 在第二象限時，那麼 2α， 是第幾象限角？ 

七、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課後作業： 

1.下列命題中正確的是(    ) 

A.終邊在 y 軸非負半軸上的角是直角            

B.第二象限角一定是鈍角 

C.第四象限角一定是負角                      

D.若β＝α＋ｋ·360°（ｋ∈Ｚ），則α與β終邊相同 

2.與 120°角終邊相同的角是(    ) 

A.－600°＋k·360°，ｋ∈Ｚ         B.－120°＋k·360°，ｋ∈Ｚ 

C.120°＋(2k＋1）·180°，ｋ∈Ｚ     D.660°＋k·360°，ｋ∈Ｚ 

3.若角α與β終邊相同，則一定有(    ) 

A.α＋β＝180°                    B.α＋β＝0°       

C.α－β＝ｋ·360°，ｋ∈Ｚ        D.α＋β＝ｋ·360°，ｋ∈Z 

4.與 1840°終邊相同的最小正角為            ，與－1840°終邊相同的最小

正角是      . 

5.今天是星期一，100 天后的那一天是星期         ，100 天前的那一天是

星期     . 

6.鐘錶經過 4 小時，時針與分針各轉了            (填度). 

7.在直角坐標系中，作出下列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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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   (2)720°    (3)1080°    (4)1440° 

8.已知Ａ＝｛銳角｝，B＝｛0°到 90°的角｝，C＝｛第一象限角｝，D＝｛小於

90°的角｝． 

求Ａ∩Ｂ，Ａ∪Ｃ，Ｃ∩Ｄ，Ａ∪Ｄ. 

 9.將下列各角表示為α＋ｋ·360°（ｋ∈Ζ，0°≤α＜360°）的形式，並判斷角

在第幾象限. 

(1)560°24′        （2）－560°24′           （3）2903°15′ 

(4)－2903°15′    （5）3900°                 （6）－3900° 

九、板書設計： 

4.1.1 角的概念 

概念：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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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1.2 角的概念推廣（二）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鞏固角的形成，正角、負角、零角等概念，熟練掌握掌握所

有與 角終邊相同的角（包括 角）、象限角、區間角、終邊在坐標軸上的角的

表示方法；掌握所有與 角終邊相同的角（包括 角）、象限角、終邊在坐標軸

上的角的表示方法； 

過程與方法：通過具體的例子，使學生掌握終邊在坐標軸上的角和終邊不

在坐標軸上的角的集合表示以及符號語言的運用； 

情感、態度、價值觀：體會運動變化觀點，逐漸學會用動態觀點分析解決問

題； 

教學重點：象限角、終邊在坐標軸上的角的表示方法； 

教學難點：終邊在坐標軸上的角的集合表示；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1.一角為 30°，其終邊按逆時針方向旋轉三周後的角度數為________________; 

2.寫出與 45°、－30°終邊相同的角的集合，並把集合中適合不等式－720°≤β＜360°

的元素 β 寫出來． 

二、新知應用：    

例 1 寫出終邊在 y 軸上的角的集合（用 0 到 360 度的角表示）. 

解：∵ 在 0°～360°間，終邊在 y 軸的正半軸上的角為 90°，終邊在 y 軸的負

半軸上的角為 270°，  

∴終邊在 y 正半軸、負半軸上所有角分別是： 

S1={|=k360+90,kZ}；S2={|=k360+270,kZ} 

問題 1：怎麼將二者寫成統一運算式？ 

∵S1={|=k360+90,kZ}={|=2k180+90,kZ}； 

  S2={|=k360+270,kZ}={|=2k180+180+90,kZ} 

    ={|=(2k+1)180+90,kZ}； 

∴終邊在 y 軸上的角的集合是： 

S=S1 S2={|=2k180+90,kZ} {|=(2k+1)180+90,kZ} 

 ={|=180的偶數倍+90,kZ} {|=180的奇數倍+90,kZ} 

 ={|=180的整數倍+90,kZ} 

 ={|=n180+90,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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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鞏固練習：寫出所有軸上角的集合。 

 

O x 

y 

O x 

y 

O x 

y 

 

{|=k360, kZ}  {|=k360+180,kZ}  {|=k180,kZ} 

 

O x 

y 

O x 

y 

O x 

y 

 

{|=k360+90,kZ} {|=k360+270,kZ}  {|=k180+90,kZ} 

 

O x 

y 

      

 

O x 

y 

      

 

O x 

y 

 

{|=k90, kZ}  {|=k90+45, kZ}  {|=k45, kZ}   

(最後兩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處理) 

   四、新知應用： 

例 2．用集合的形式表示象限角。（）老師講第一象限角，其他請同學回答） 

解：第一象限的角表示為{|k360<<k360+90，（kZ）}； 

第二象限的角表示為{|k360+90<<k360+180，（kZ）}； 

第三象限的角表示為{|k360+180<<k360+270，（kZ）}； 

第四象限的角表示為{|k360+270<<k360+360，（kZ）}； 

    或{|k36090<<k360，（kZ）}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例 3  已知是第二象限角，問
2
 是第幾象限角？2是第幾象限角？分別加

以說明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在第二象限，∴k360+90＜＜k360+180，kZ 

於是， k180+45＜
2
 ＜k180+90,  ∵kZ,  ∴k=2n 或 k=2n+1 

當 k=2n 時，n360+45＜
2
 ＜n360+90,  ∴

2
 在第一象限； 

當 k=2n+1 時，n360+225＜
2
 ＜n360+270,  ∴

2
 在第三象限； 

∴當在第二象限時，∴
2


可能在第一象限，也可能在第三象限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類似地，2可能在第三、四象限或 y 軸負半軸上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五、鞏固練習： 

1.若Ａ＝｛α｜α＝ｋ·360°，ｋ∈Ｚ｝； 

B＝｛α｜α＝ｋ·180°，ｋ∈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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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α｜α＝ｋ·90°，ｋ∈Ｚ｝，則下列關係中正確的是(    ) 

A.Ａ＝Ｂ＝Ｃ                         B.Ａ＝Ｂ Ｃ 

C.Ａ Ｂ＝Ｃ                         D.Ａ Ｂ Ｃ 

2.若α是第四象限角，則 180°－α是(    )  

A.第一象限角                        B.第二象限角 

C.第三象限角                        D.第四象限角 

3.α為第四象限角，則 2α在                    . 

4.角α＝45°＋ｋ·90°的終邊在第              象限. 

5.在［360°，1440°］中與－21°16′終邊相同的角有(    ) 

A.1 個             B.2 個              C.3 個          D.4 個 

6. 寫出角的終邊在圖中陰影區域內的角的集合(不包括邊界) 

    
六、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七、課後作業： 

1.寫出與 370°23′終邊相同角的集合 S，並把 S 中在－720°～360°間的角寫出

來. 

2.在直角坐標系中作出角 Zk60180  ，k ， 

Zk6090  ，k 角的終邊. 

3.寫出角的終邊在圖中陰影區域內的角的集合(不包括邊界) 

        
八、板書設計： 

4.1.2 角的概念 

公式：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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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2.1 弧度制（一）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理解弧度的意義；瞭解角的集合與實數集 R 之間的可建立起一

一對應的關係；熟記特殊角的弧度數． 

過程與方法：能正確地進行弧度與角度之間的換算，能推導弧度制下的弧長

公式及扇形的面 

積公式，並能運用公式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新的度量角的單位制(弧度制)的引進，培養學生

求異創新的精神； 

通過對弧度制與角度制下弧長公式、扇形面積公式的對比，讓學生感受弧長及扇

形面積公式在弧度制下的簡潔美． 

教學重點：使學生理解弧度的意義，正確地進行角度與弧度的換算. 

教學難點：弧度的概念及其與角度的關係.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大家都知道姚明吧，那麼你們知道他的身高和體重各是多少嗎？在中國人們習慣

說姚明的身高為身高：2.26 米 ，體重：125 千克，在美國，人們習慣說他的 7.41

英尺 ，體重：56.7 磅。 

同樣的在角度的度量裡面，也有類似的情況，一個是角度制，另外一種度量制---

弧度制。 

問題 1：初中所學的角度制是怎樣規定角的度量的?  

規定把周角的
360

1
作為 1 度的角,用度做單位來度量角的制度叫做角度制． 

由角度制的定義我們知道,角度是用來度量角的, 角度制的度量是 60 進制的,

運用起來不太方便.在數學和其他許多科學研究中還要經常用到另一種度量角的

制度—弧度制，它是如何定義呢？ 

二、新知探究： 

1． 定義：長度等於半徑長的弧所對的圓心角稱為 1 弧度的角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它的單位是 rad 讀

作弧度，這種用“弧度”做單位來度量角的制度叫做弧度制． 

問題 2：如下圖,根據定義,我們能否知道下面的各圓的弧長分別是 r,2r,3r,l 時，分

別所對的角是多少 rad? 

 如下圖，依次是 1rad ， 2rad ， 3rad  ， 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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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

r

1rad

  

2r

r

2ra d

 

3r

r

3rad

  

l

r
 ra d

 
問題 3：⑴平角=_______ rad、周角=_______ rad; 

⑵正角的弧度數是_______數，負角的弧度數是_______數數，零角的弧度數是

________; 

總結：角的概念推廣之後，無論用角度制還是弧度制都能在角的集合與實數的

集合之間建立一種 

一一對應的關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任意角的集合     實數集 R 

注意：（1）.角的弧度數的絕對值  
r

l
 （ l 為弧長， r 為半徑） 

（2）.角度制、弧度制度量角的兩種不同的方法，單位、進制不同，就像度量長

度一樣有不同的方法，千米、米、釐米與丈、尺、寸，反映了事物本身不變，改

變的是不同的觀察、處理方法，因此結果就有所不同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3）.用角度制和弧度制來度量零角，單位不同，但數量相同（都是 0） 

   用角度制和弧度制來度量任一非零角，單位不同，量數也不同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 角度制與弧度制的換算： 

   ∵ 360=2 rad    ∴180= rad  

   ∴ 1= radrad 01745.0
180




 

       '185730.57
180

1 














rad  

三、新知應用： 

例 1 把 '3067 化成弧度 

解：













2

1
67'3067     

∴ radrad 


8

3

2

1
67

180
'3067   

 例 2  把 rad
5

3
化成度 

解：  108180
5

3

5

3
rad  

正角 

零角 

负角 

正实数 

零 

负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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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1．度數與弧度數的換算也可借助“計算器”進行； 

             2．今後在具體運算時，“弧度”二字和單位符號“rad”可以省略  

如：3 表示 3rad ， sin表示rad 角的正弦； 

                             3．一些特殊角的度數與弧度數的對應值應該記住： 

 

角度 0° 30° 45° 60° 90° 120° 135° 150° 180° 

          

弧度 0 π/6 π/4 π/3 π/2 2π/3 3π/4 5π/6 π 

角度 210° 225° 240° 270° 300° 315° 330° 360°  

弧度 7π/6 5π/4 4π/3 3π/2 5π/3 7π/4 
11π

/6 
2π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12 練習 1，2，3，4 

例 3  計算
4

sin


和 5.1tan  

解：∵ 45
4



     ∴ 

2

2
45sin

4
sin  

 

'578595.855.130.571.5rad     

∴ 12.14'5785tan5.1tan     

五、鞏固練習： 

1.課本 P12 練習 5，6 

2..求值：
2

cos
4

tan
6

cos
6

tan
3

tan
3

sin


 . 

六、課堂小結：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七、課後作業：1.課本 P13 習題 4.2：2，3，4，6  

八、板書設計： 

4.2.1 弧度制 

概念： 

表格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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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2.2 弧度制（二）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鞏固弧度制的理解，熟練掌握角度弧度的換算；掌握用弧度

制表示的弧長公式、扇形面積公式． 

過程與方法：培養運用弧度制解決具體的問題的意識和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弧度制的學習，理解並認識到角度制與弧度制都

是對角度量的方法，二者是辯證統一的，而不是孤立、割裂的關係． 

教學重點：運用弧度制解決具體的問題． 

教學難點：運用弧度制解決具體的問題．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1. 填空：（1） _____  

（2）360=____ rad    180=____ rad  

        1= radrad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1  rad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3)． 

角度 0° 30° 45° 60° 90° 120° 135° 150° 180° 

弧度 0 π/6 π/4 π/3 π/2 2π/3 3π/4 5π/6 π 

角度 210° 225° 240° 270° 300° 315° 330° 360°  

弧度 7π/6 5π/4 4π/3 3π/2 5π/3 7π/4 
11π

/6 
2π  

2．大家回憶一下初中學過的弧長公式、扇形面積公式是什麼啊？ 

二、新知探究：    

問題 1：由公式： 
r

l
 ________l  

老師總結：弧長公式：  rl ，弧長等於弧所對的圓心角（的弧度數）的絕對

值與半徑的積，它比公式
180

rn
l


 簡單，並且 ,,rl 三者知其二可求剩下的量。 

  

2. 已知 l 是扇形弧長， R 是圓的半徑，求證：扇形面積公式  

lRS
2

1
  

 

o 

R 

S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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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如圖：圓心角為 1rad 的扇形面積為： 2

2

1
R


 

    弧長為 l 的扇形圓心角為 rad
R

l
     

∴ lRR
R

l
S

2

1

2

1 2  


 

    比較這與扇形面積公式 
360

2Rn
S


扇  要簡單 

三、新知應用： 

例 1．求圖中公路彎道處弧 AB 的長 l（精確到 1m）圖中長度

單位為：m   

解： ∵ 
3

60


    

 ∴ )(471514.345
3

mRl 


  

例 2．已知扇形 AOB 的周長是 6cm，該扇形的中心角是 1 弧度，求該扇形的

面積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設扇形的半徑為 r，弧長為 l ，則有 

  




















2

2

1

62

l

r

r

l
lr

    

 ∴ 扇形的面積 2)(2
2

1
cmrlS   

四、鞏固練習： 

1.課本 P12 練習：8，9 

2. 直徑為 20cm 的圓中，求下列各圓心所對的弧長 ⑴
3

4
  ⑵ 165  

五、新知應用： 

例 4  將下列各角化成 0 到 2 的角加上 )(2 Zkk  的形式 

⑴  
3

19
     ⑵  315  

       解： 


 6
33

19
  




2
4

36045315     

六、鞏固練習： 

1.課本 P13 練習 9 

2.圓的半徑變為原來的 2 倍，而弧長也增加到原來的 2 倍，則(    ) 

A.扇形的面積不變                B.扇形的圓心角不變 

C.扇形的面積增大到原來的 2 倍    D.扇形的圓心角增大到原來的 2 倍 

o 

A B 



 13 

3.圓的半徑變為原來的
2

1
，而弧長不變，則該弧所對的圓心角是原來 

的     倍. 

4.已知扇形周長為 10cm，面積為 6cm2，求扇形中心角的弧度數． 

七、課堂小結：用弧度制表示的弧長公式、扇形面積公式． 

 

八、課後作業： 

課本 P13 習題 4.2：11，12，13，14 

九、板書設計： 

4.2.2 弧度制 

概念： 

表格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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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3.1 任意角的三角函數（一）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 1.理解並掌握任意角三角函數的定義.；2.理解三角函數是以

實數為引數的函數； 

3.掌握正弦、余弦、正切函數的定義域. 

過程與方法： 1.理解並掌握任意角的三角函數的定義； 2.樹立映射觀點，

正確理解三角函數是以實數為引數的函數； 3.通過對定義域，提高學生分析、

探究、解決問題的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 1.使學生認識到事物之間是有聯繫的，三角函數就

是角度（引數）與比值（函數值）的一種聯繫方式; 2.學習轉化的思想，培養學

生嚴謹治學、一絲不苟的科學精神；  

教學重點：任意角三角函數的定義.  

教學難點：正弦、余弦、正切函數的定義域.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1.複習引入： 

問題 1：在初中我們學習了銳角三角函數，它是以銳角為引數，邊的比值為函數

值的三角函數，如右圖，把它們表示出來： 

c

b
sin      

c

a
c o s  

a

b
tan     

b

a
c o t  

 

 

角的概念推廣後，這樣的三角函數的定義不再適用，我們必須對三角函數重新

定義. 

你能用直角坐標系中角的終邊上點的座標來表示銳角三角函數嗎? 

二、新知探究：    

對於銳角三角函數，我們是在直角三角形中定義的，今天，對於任意角的三

角函數，我們利用平面直角坐標系來進行研究. 

1.設 是一個任意角，在 的終邊上任取（異於原點的）一點 P（x,y） 

則 P 與原點的距離 02222
 yxyxr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比值
r

y
叫做 的正弦    記作：  

r

y
s i n  

r

y)(x,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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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1,0)MO

P(a,b)

Y

x

 比值
r

x
叫做 的余弦    記作：  

r

x
c o s  

 比值
x

y
叫做 的正切    記作：  

x

y
t a n  

比值
y

x
叫做 的餘切    記作：  

y

x
c o t  

比值
x

r
叫做 的正割    記作：  

x

r
s e c  

  比值
y

r
叫做 的余割    記作：  

y

r
c s c   

問題 2：對於確定的角 ，這三個比值是否會隨點 P 在 的終邊上的位置的改變

而改變呢？為什麼? 

根據相似三角形的知識，對於終邊不在坐標軸上確定的角

 ，上述六個比值都不會隨 P 點在 的終邊上的位置的改變而

改變. 

當角 的終邊在縱軸上時，即 Z)(
2

 kk


 時，終邊

上任意一點 P 的橫坐標 x 都為 0，所以 tan 、sec 無意義； 

當角 的終邊在橫軸上時，即 ＝ｋπ（ｋ∈Z）時，終邊上任意一點 P 的

縱坐標ｙ都為 0，所以 cot 、csc 無意義，除此之外，對於確定的角 ，上面

的六個比值都是惟一確定的實數，這就是說，正弦、余弦、正切、餘切、正割、

余割都是以角為引數，以比值為函數值的函數.  

以上六種函數，統稱為三角函數. 

問題 3:由上面的分析，你們能否得出三角函數的定義域？學生思考後回答： 







tan

cos

sin







y

y

y

   

)(
2

Zkk

R

R






    







c s c

s e c

c o t







y

y

y

   

)(

)(
2

)(

Zkk

Zkk

Zkk














 

問題 4：角是“任意角”，當=2k+(kZ)時，與的同名三角函數值應該是否

相等呢？ 

 

三、新知應用： 

例 1 已知角 的終邊經過點 P(2，－3)(如圖)，求 的六

個三角函數值. 

解：∵x＝2，ｙ＝－3  

∴ 13)3(2 22 r  

於 是
13

133

13

3
sin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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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2

13

2
cos 

r

x
  

2

3
tan 

x

y
            

3

2
c o t 

y

x
        

2

13
sec 

x

r
            

3

13
csc 

y

r
  

例 2 求下列各角的六個三角函數值.  

(1)0          (2)π      (3)
2

3
      (4) 

2


 

解：(1)因為當 ＝0 時，x＝ｒ，ｙ＝0，所以 

sin0=0    cos0=1            tan0=0    cot0  

sec0=1    csc0  

(2)因為當 ＝π時，x＝－ｒ，ｙ＝0，  

sinπ＝0   cosπ＝－1     tanπ＝0     cotπ  

secπ＝－1   cscπ  

(3)因為當
2

3
  時，x＝0，ｙ＝－ｒ，  

0
2

3
cos              1

2

3
sin 


      

2

3
t a n


不存在      0

2

3
c o t 


 

2

3
sec


不存在      1

2

3
c s c 


 

(4)當=
2


時 ryx  ,0 ,所以 

    sin
2


=1       cos

2


=0        tan

2


不存在  cot

2


=0  

    sec
2


不存在    csc

2


=1 

例 3 填表： 

 

 0 30 45 60 90 120 135 150 180 270 360 

弧度            

sin             

cos             

tg             

ctg             

sec             

csc             

 

四、鞏固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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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課本 P21 練習 1 

2.若點 P(－3，ｙ)是角α終邊上一點，且
3

2
sin  ，則ｙ的值是       .  

3.角 的終邊上一個點 P 的座標為(5a,-12a)(a≠0)，求 sin +2cos 的值.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1.課本 P22 習題 4.3：2，3 

2.已知角θ的終邊上一點 P 的座標是（x，–2）(x≠0)，且
3

cos
x

 ，求 sinθ和

tanθ的值.  

七、板書設計： 

4.3.1 任意角的三角函數 

定義： 

例 1，2 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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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3.2 任意角的三角函數（二）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理解並掌握各種三角函數在各象限內的符號. 2.理解並掌握

終邊相同的角的同一三角函數值相等. 

過程與方法： 1 理解並掌握各種三角函數在各象限內的符號； 2.通過掌握

終邊相同的角的同一三角函數值相等，提高學生分析、探究、解決問題的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學習轉化的思想，培養學生嚴謹治學、一絲不苟的科

學精神；   

教學重點：三角函數在各象限內的符號,終邊相同的角的同一三角函數值相等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正確理解三角函數可看作以“實數”為引數的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如右圖，任意角 的三角函數是什麼？ 

問題 2：任意角的三角函數的定義域是什麼？ 

二、新知探究： 

問題 3：三角函數的符號應由由什麼決定呢？ 

引導學生緊緊抓住三角函數定義來分析，r＞0,三角函數值的符號決定於 x、y 值

的正負，根據終邊所在位置總結出形象的識記口訣： 

得出一下圖形，並記住口訣：一全正二正弦三正切四余弦 

 

  




csc

sin
為正    全正 

  




c o t

t a n
為正    





s e c

c o s
為正 

 

問題 4：上節課我們學習了終邊相同的角的同一三角函

數值是什麼關係？ 

問題 5：390°和-330°都與 30°終邊位置相同嗎？ 

那麼 sin390°、sin30°、sin(-330°)  

 cos390°、cos30°、cos(-330°)它們之間存在什麼關係？ 

問題 6：那麼對於任意角 是否也成立啊？ 

師生共同得出： 

誘導公式一（其中 Zk ）:        用弧度制可寫成 

 sin)360sin(  k          s i n)2s i n (  k  

 cos)360cos(  k         c o s)2c o s (  k  

r

y)(x,



P

cot<0
tan<0
cos>0
sin<0

cot>0
tan>0
cos<0
sin<0

cot<0
tan<0
cos<0
sin>0 sin>0

tan>0
cot>0

cos>0

0 x

y



240 0

-5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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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360tan(  k         t a n)2t a n (  k  

這組公式的作用是可把任意角的三角函數值問題轉化為 0～2π間角的三角函數

值問題． 

三、講解範例： 

例 1  

(1)cos250° （2） )
4

sin(


    （3）tan（－672°）    (4) )
3

11
tan(


 

解：(1)∵250°是第三象限角    ∴cos250°＜0 

(2)∵
4


 是第四象限角，∴ 0)

4
sin( 


 

(3)tan（－672°）＝tan（48°－2×360°）＝tan48° 

而 48°是第一象限角，∴tan（－672°）＞0  

(4) 
3

5
tan)2

3

5
tan(

3

11
tan





  

而
3

5
是第四象限角，∴ 0

3

11
tan 


.  

例 2 求證角θ為第三象限角的充分必要條件是








0tan

0sin




 

證明：必要性：∵θ是第三象限角，  

∴








0tan

0sin




 

充分性：∵sinθ＜0， 

∴θ是第三或第四象限角或終邊在ｙ軸的非正半軸上 

∵tanθ＞0，∴θ是第一或第三象限角.  

∵sinθ＜0，tanθ＞0 都成立.  

∴θ為第三象限角.  

例 3 求下列三角函數的值 

(1)sin1480°10′  (2)
4

9
cos


    （3） )

6

11
tan(


 .  

解:(1)sin1480°10′＝sin（40°10′＋4×360°） 

＝Sin40°10′＝0.6451  

(2) 
2

2

4
cos)2

4
cos(

4

9
cos 





 

(3) .
3

3

6
tan)2

6
tan()

6

11
tan( 





 

例 4  求值：sin(-1320°)cos1110°+cos(-1020°)sin750°+tg4950°． 

解：原式=sin(-4×360°+120°)·cos(3×360°+30°) 

+cos(-3×360°+60°)sin(2×360°+30°)+tg(360°+135°)． 

=sin120°·cos30°+cos60°·sin30°+tg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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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3

2

3
 -1=0 

四、課堂練習： 

1.課本 P22 練習：4，5，6 

2．已知 1
2

1
2sin











，則為第幾象限角？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1.課本 P22 習題 4.3：4，7，8，9 

加法題：化簡



2222

22

sin

1

cos

1

cossin

cottan






a
.   

七、板書設計： 

4.3.2 任意角的三角函數 

公式： 

例 1，2 

練習： 

例 3，4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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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4.1 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式（一）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能根據三角函數的定義匯出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式及它

們之間的聯繫；2.熟練掌握已知一個角的三角函數值求其它三

角函數值的方法。 

過程與方法：⒈掌握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式，理解同角公式都是恒等式

的特定意義；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通過運用公式的訓練過程，培養學生解決三角函數求值、化

簡、恒等式證明的解題技能，提高運用公式的靈活性；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勇於探索、敢於創新的精神，從探索中獲得

成功的體驗。 

教學重點：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1)已知某角的一個三角函數值，求它的其餘各三角函數值時正負號的

選擇；(2)三角函數式的化簡；(3)證明三角恒等式．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任意角的三角函數定義是什麼？  

問題 2：當角α分別在不同的象限時，sinα、cosα、tgα的符號分別是怎樣的？ 

問題 3：如果已知
5

3
sin A ，A 為第一象限的角，如何求角 A 的其它三角函數值； 

今天我們就來學習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式 

二、新知探究： 

1.計算： 

;45cot45tan).3;30cos30sin).2;60cos60sin).1 `̀ `̀2222    

在初中時候我們學過以下關係： 

2．公式: 1cossin 22       



t a n

c o s

s i n
     1c o tt a n    

角 可以是任意角嗎？我們需要用任意角的三角函數定義來重新證明一下： 

（師生共同完成）證明： 

    ____cossin___cos___,sin___1 2222  且yx  

__________________
cos

sin
时)(

2
当2 




 ，Zkk

________cottan,时
2

当3  


 kk 且  

3．推廣： 1cossin 22   這種關係稱為平方關係,類似的平方關係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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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scsec

cottan

cossin

1tansec 22       1c o tc s c 22    

 



tan

cos

sin
 這種關係稱為商數關係,類似的商數關係還有： 




cot

sin

cos
   

1cottan  這種關係稱為倒數關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類似的倒數關係還有： 1sincsc      1c o ss e c   

4．以上三種關係，八個公式，稱為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 

5．注意： 

     1“同角”的概念與角的表達形式無關， 

如： 13cos3sin 22     
2

t a n

2
c o s

2
s i n







  

 2上述關係（公式）都必須在定義域允許的範圍內成立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3  cos,sin ，  cot,tan ，知道一個可以求其他三個，但因為利用“平方關

係”公式，最終需求平方根，會出現兩解，因此應盡可能少用,若使用時,要注意

討論符號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6  

①對角線上兩個函數的乘積為 1(倒數關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②任一角的函數等於與其相鄰的兩個函數的積(商數關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③陰影部分，頂角兩個函數的平方和等於底角函數的平方(平方關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三、鞏固練習： 

判斷下列各式是否成立？ 

 

 

四、新知應用： 

例 1． 已知
5

4
sin  ，並且 是第二象限角，求 的其他三角函數值． 

 問題 4：已知
5

4
sin  用那條公式可求 cos 的值，由已知條件和 cos 的值怎樣

求 tan 的值？進而用什麼關係求得 cot 的值？ 

解：∵sin2α+cos2α=1， 是第二象限角 

,
5

3
)

5

4
(1sin1cos 22    

3

4

5

3
5

4

cos

sin
tan 







  

.
4

3

tan

1
cot 


  

2 2sin 27 +cos 63 1   sin cos tan    2cos 1 sin  
cos

cot
sin





 2

2

1
tan +1

cos



 cos( 30 ) sin( 30 ) cot( 30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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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已知
17

8
cos  ，求 sin 、tan 的值． 

解：∵cosα＜0  ∴ 是第二或第三象限角．因此要對 所在象限分類． 

當 是第二象限角時， 

.
8

15

17

8
17

15

cos

sin
tan

,
17

15
)

17

8
(1cos1sin 22
















 

當 是第三象限時 

.
8

15
tan,

17

15
cos1sin 2    

問題 5：不計算 sin 的值，能否算得 tan 的值？ 

由於 


2

2
tan1

cos

1
 而 在Ⅱ或 III 象限 

.
8

15
1

17

18
1

cos

1
tan

2

2












  

2

2

1
cos

1 tan






 

例 3．已知 tan 為非零實數，用 tan 表示 sin ，cos ． 

解：由 1tansec 22       即  



2

2

t a n1

1
c o s


  

















为第二、三象限角当

为第一、四象限角当







2

2

tan1

1
tan1

1

cos  

  而   c o st a ns i n   

















为第二、三象限角当

为第一、四象限角当













2

2

tan1

tan
tan1

tan

sin  

五、鞏固練習： 

1．已知
2

1
cos  ，求 tan 的值．    2．已知 2tan  ，求 sin 的值 

3．已知 tan =－3，則 sin =       ，cot  =      ． 

六、課堂小結：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七、課後作業：課本 P29 練習 1，2，3 

八、板書設計： 

4.4.1 同角三角函數的三角關係 

公式：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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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4.2 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式（二）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⒈掌握進一步掌握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式；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通過運用

公式的訓練過程，培養學生解決三角函數求值、化簡、恒等式證明的解題技

能，提高運用公式的靈活性； 

過程與方法：⒈通過運用公式的訓練過程，培養學生解決三角函數求值、化

簡、恒等式證明的解題技能，提高運用公式的靈活性；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注意運用數形結合

的思想解決有關求值問題；在解決三角函數化簡問題過程中，注意培養學生

思維的靈活性及思維的深化；在恒等式證明的教學過程中，注意培養學生分

析問題的能力，從而提高邏輯推理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勇於探索、敢於創新的精神，，從探索中獲

得成功的體驗。 

教學重點：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1)已知某角的一個三角函數值，求它的其餘各三角函數值時正負號的

選擇；(2)三角函數式的化簡；(3)證明三角恒等式．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2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公式有哪些？  





tan

cos

sin
     




c o t

s i n

c o s
    

1cottan    1sincsc      1c o ss e c   

1cossin 22      1t a ns e c 22       1c o tc s c 22    

二、新知應用： 

例 1 化簡： 440sin1 2  

  解：原式  80cos80cos80sin1)80360(sin1 222   

例 2 已知









sin1

sin1

sin1

sin1









是第三象限角，化简  

解：
)sin1)(sin1(

)sin1)(sin1(

)sin1)(sin1(

)sin1)(sin1(

















原式  

|cos|

sin1

|cos|

sin1

sin1

)sin1(

sin1

)sin1(
2

2

2

2















 













  

0cos  是第三象限角，    







t a n2

c o s

s i n1

c o s

s i n1










原式  （注意



 25 

象限、符號） 

例 3 求證：








cos

sin1

sin1

cos 



    

提示：思路 1．把左邊分子分母同乘以 xcos ，再利用公式變形；思路 2：把左

邊分子、分母同乘以（1+sinx）先滿足右式分子的要求；思路 3：用作差法，不

管分母，只需將分子轉化為零；思路 4：用作商法，但先要確定一邊不為零；思

路 5：利用公分母將原式的左邊和右邊轉化為同一種形式的結果；思路 6：由乘

積式轉化為比例式；思路 7：用綜合法． 

證法 1：左邊= 












x

x

xx

x

xx

xx

cos

sin1

cos)sin1(

sin1

cos)sin1(

coscos 2

右邊， 

∴原等式成立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證法 2：左邊=
)sin1)(sin1(

cos)sin1(

xx

xx




＝

x

xx
2sin1

cos)sin1(




 

x

xx
2cos

cos)sin1( 
 ＝ 



x

x

cos

sin1
右邊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其他的方法由同學們課後完成） 

四、鞏固練習： 

1.課本 P29 練習 5，6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化簡下列各式 

1． ),
2

(
cos1

cos1

cos1

cos1






















 

2． 
xx

xx

x

x

sintan

sintan

cos1

sin







 

3．








cos

cos1

sin1

sin 2

2





 

五、新知應用： 

例 4 已知方程 0)13(2 2  mxx 的兩根分別是  cossin ， ， 

求 的值。








tan1

cos

cot1

sin





      

解： 











cossin

cossin

cossin

sincos

cos

cossin

sin 2222











原式  

2

13 
由韦达定理知：原式        （化弦法） 

例 5 已知  cos2sin  ， 

求 的值。及 



cossin2sin

cos2sin5

cos4sin 2 



 

解： 2tancos2sin    

6

1

12

2

2tan5

4tan

cos2sin5

cos4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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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14

24

1tan

tan2tan

cossin

cossin2sin
cossin2sin

2

2

22

2
2 























  

小結：化簡三角函數式，化簡的一般要求是： 

（1）儘量使函數種類最少，項數最少，次數最低； 

（2）儘量使分母不含三角函數式； 

（3）根式內的三角函數式儘量開出來； 

（4）能求得數值的應計算出來，其次要注意在三角函數式變形時，常將式子中

的“1”作巧妙的變形。 

例 6 已知  2cos,tan3tan,sin2sin 求  

解：由題設：  22 sin4sin       ① 

 22 tan9tan       ② 

  ①/②：   22 c o s4c o s9      ③ 

  ①+③： 4cos9sin 22    

          4c o s9c o s1 22    

          
8

3
c o s2    

六、鞏固練習： 

1．已知 tan  =3，求下列各式的值 
















66

22

22

22

cossin)8(
cos

1

sin

1
)7(

cossin)6(cossin)5(

cossin)4(cos
2

1
sin

4

3
)3(

sin3cos4

coscossin2sin
)2(

cos5sin3

cossin4
)1(















 

2．已知：
5

1
sin  且 0tan  ，試用定義求 的其餘三個三角函數值． 

3．已知角 的終邊在直線 y=3x 上，求 sin 和 cos 的值． 

4．已知 ),1(
1

1
cos

2

2





 m

m

m
 求 cot 的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七、課堂小結：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課外作業： 

課本 P30 習題 4.4：1，3，5，8 

九、板書設計： 

4.4.2 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 

公式： 

例題 

練習： 

例題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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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x

y

P(x,y)

P∩(-xㄛ-y)

M

M∩

O

(4-5-1)

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5.1 正弦、余弦的誘導公式（一）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⑴理解正弦、余弦的誘導公式；⑵培養學生化歸、轉化的能力； 

過程與方法：（1）能運用數學結合的方法老推導公式二、三組；（2）掌握誘

導公式並運用之進行三角函數式的求值、化簡以及簡單三角恒等式的證明．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公式二、三的探究，培養學生思維的嚴密性與科

學性等思維品質以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等良好的個性品質。 

教學重點：根據已知條件建立函數關係式 

教學難點：數學建模意識. 

教學重點：誘導公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誘導公式的靈活應用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1.求：
4

17
cos,390sin 0 

的值。 

問題 1：在解上面的題目中我們要用什麼公式，這組公式有什麼作用？ 

問題 2：大家會求 0225cos 的值嗎？對於求 00～3600 角的三角函數能不能將它轉化

到我們熟悉的求銳角三角函數的問題呢？ 

二、新知探究： 

通過課件顯示右圖： 

問題 3：角 終邊與單位圓交於點 P( x，y)，角 終邊的反向延長

線與單位圓的交點必為 P´(-x，-y)，大家知道以角 終邊的反向延

長線，即是什麼角的終邊？根據三角函數的定義，它們的正弦、

余弦值具有什麼關係？ 

學生分析討論後得出：由正弦函數、余弦函數的定義，即可得

sin =y， cos =x,sin(180º+ )=-y, cos(180º+ )=-x,  

所以 :sin(180º+ )=-sin ，cos(180º+ )=-cos ． 

問題 4：由 sin(180º+ )=-sin ，cos(180º+ )=-cos ，我們能否推出 tan(180º+ )

和 tan 的關係？ 

誘導公式（二） 

   tan)180tan(cos)180cos(         sin)180sin(  

 

說明：這組公式雖然是在 為第二象限角時推導出的，但對

任意角都適用。換句話說，這組公式對任意角 都成立。 



x

y

P(x,y)

P∩(xㄛ-y)

M O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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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大家可以求出 0225cos 的值沒有？ 

問題 6：大家觀察如圖，仿照上面的方法能否的出  sin,sin( ）  和       

 cos,cos( ） 之間的關係？ 

同學經過研究後得出： 

公式三：  -sinsin(  ）         c o sc o s (  ）        t a nt a n (  ）  

三、新知應用： 

例 1．下列三角函數值： （1）cos210º；     (2)sin
4

5
 

問題 7：我們觀察一下兩道題的角度，可以用第幾組公式把角化成銳角？ 

解：（1）cos210º=cos(180º+30º)=－cos30º=－
2

3
； 

（2）sin
4

5
=sin(

4


  )=－sin

4


=－

2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例 2 求下列三角函數值： 

例 2．求下列各式的值：（1） )
3

sin(


 ；（2） )21240cos( 0   

例 3．求下列各式的值： （1）sin(－
3

4
)；(2)cos(－60º)－sin(－210º) 

分析：本題是誘導公式二、三的鞏固性練習題．求解時一般先用誘導公式三

把負角的正弦、余弦化為正角的正弦、余弦，然後再用誘導公式二把它們化為銳

角的正弦、余弦來求． 

解：（1）sin(－
3

4
)=－sin(

3


  )=sin

3


=

2

3
； 

（2）原式=cos60º+sin(180º+30º)=cos60º－sin30º=
2

1
－

2

1
=0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33 練習 1，2，3，4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外作業： 

1．求下列三角函數值： 

（1）
4

5
sin


； (2)

6

19
cos


；(3) )240sin(  ；(4) )1665cos(   

2．化簡：
)4(tan)3sin()2(cos

)2tan()5cos()(sin
33

3








 

3．當
4

5
  時， )(

)2cos()2sin(

])12(sin[])12(sin[
zk

kk

kk









的值是____． 

七、板書設計： 

4.5.1 正弦、余弦的誘導公式 

公式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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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5.2 正弦、余弦的誘導公式（二）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⑴理解正弦、余弦的誘導公式；⑵培養學生化歸、轉化的能

力； 

過程與方法：（1）能運用公式一、二、三的推導公式四、五；（2）掌握誘

導公式並運用之進行三角函數式的求值、化簡以及簡單三角恒等式的證明．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公式四、五的探究，培養學生思維的嚴密性與

科學性等思維品質以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等良好的個性品質。 

教學重點：根據已知條件建立函數關係式 

教學難點：數學建模意識. 

教學重點：誘導公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誘導公式的靈活應用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誘導公式一、二、三組分別是什麼？ 

二、新知探究： 

問題 2：我們能否用誘導公式一、二、三化簡下列各式： 

（1） ___180sin(  ）        ___180cos(  ）       ___180tan(  ）        

（2） ___360sin(  ）     ____360cos(  ）       ____360tan(  ）       

學生通過思考討論後得出答案，老師可以從旁引導：我們前面的誘導公式一、二

組的角度都是什麼運算，現在我們要求的減法運算能否轉化成加法。 

老師總結： 

公式四：                   用弧度制可表示如下： 

 sin180sin(  ）            s i ns i n (  ）  

 -cos180cos(  ）           - c o sc o s (  ）  

 tan180tan(  ）          t a nt a n (  ）  

公式五：  

 -sin360sin(  ）           - s i n2s i n (  ）  

 cos360cos(  ）           c o s2c o s (  ）  

 tan360tan(  ）          t a n2t a n (  ）  

五組誘導公式可概括為： 

 +k·360º（k∈Z），- ，180º± ，360º- 的三角函數值，等於 的同名

函數值，前面加上一個把 看成銳角時原函數值的符號．簡言之，函數名不變，

符號看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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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知應用： 

例 1 求下列三角函數值 

（1） )51150cos( 0  ； （2） 
6

11
sin  

解：（略）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35 練習 1、2  

五、新知應用： 

例 2 求下列三角函數值： 

（1） 0519cos ；  （2） )
3

17
sin(   

解：（略） 

六、鞏固練習： 

課本 P35 練習 3、4  

七、新知應用： 

例 3 化簡 

)sin()3sin()cos(

)cos()2sin(








 

解：（略） 

問題 3：現在有了五組誘導公式，請問在什麼情況下用哪一組？（請同學完成下

列的填空） 

運用誘導公式轉化三角函數的一般步驟： 

 

（       ）     （         ） 

 

 

     （            ） 

 

九、鞏固練習： 

化簡：
)360cos()180cos()360tan(

)900sin()sin(








 

十、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十一、課外作業： 

課本 P36 習題 4.5：1，2，3 

十二、板書設計： 

4.5.2 正弦、余弦誘導公式 

公式： 

關係：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任意負角的

三角函數 

任意正角的

三角函數 

0
0
～360

0
的角

的三角函數 

銳 角 三

角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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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 5.3 正弦、余弦的誘導公式（三）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能熟練掌握誘導公式一至五，並運用求任意角的三角函數值； 

過程與方法：掌握誘導公式並運用之進行三角函數式的求值、化簡以及簡單

三角恒等式的證明；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誘導公式的運用，培養學生思維的嚴密性與科學

性等思維品質以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等良好的個性品質。 

教學重點：根據已知條件建立函數關係式 

教學難點：數學建模意識. 

教學重點：誘導公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誘導公式的靈活應用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五組誘導公式分別是什麼？ 

二、新知探究： 

例 1．求值：sin 









6

31
－cos 










3

10
－sin

10

11
 

略解：原式=-sin 









6

7
4


 -cos 










3

4
2


 -sin

10

11
 

          =-sin 









6


 -cos 










3


 +sin

10


 

          =sin
6


+cos

3


+sin

10


 =

2

1
+

2

1
+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3090=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309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例 2．求值：sin(-1200º)·cos1290º+cos(-1020º)·sin(-1050º)+tan855º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原式＝－sin(120º+3·360º)cos(210º+3·360º) 

+cos(300º+2·360º)[-sin(330º+2·360º)]+tan(135º+2·360º) 

＝－sin120º·cos210º－cos300º·sin330º+tan135º 

＝－sin(180º－60º)·cos(180º+30º) 

－ cos(360º－60º)·sin(360º-30º)+
)45180cos(

)45180sin(




 

=sin60º·cos30º+cos60º·sin30º－tan45º=
2

3
·

2

3
+

2

1
·
2

1
-1=0 

例 3．已知 


 2
2

3

2

1
)cos(  ， ．求： )2sin(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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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略） 

例 4．求證 





 3tan

)360sin(
)540sin(

1

)180cos(
)cos(

1









 

證明：左邊＝













sin
sin

1

cos
cos

1

sin
)180sin(

1

cos
cos

1












 

         ＝












2

2

2

2

coscos

sinsin

sin

sin1

cos

cos1






＝tan3α＝右 

三、鞏固練習： 

1.求下列三角函數的值 

(1)sin(-119º45′)；(2)cos
3

5
；(3)cos(-150º)；(4)sin

4

7
 

2.已知
9

2

3)cos(

)cos(31









，則

)5sin(

)3cos(








的值等於        ． 

3．
5

4
cos

5

3
cos

5

2
cos

5
cos


 =       ． 

4. 求證：
)sin()cos(

)2cos()4sin(

)tan(
)sin(

)cos(

)4cos()3sin(























 

四、課堂小結：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課外作業： 

1.已知 sin( +π)＝ －
2

1
，則

)7cos(

1

 
的值是（    ） 

2．式子
)690sin(630sin

)585cos(




的值是 （    ） 

3.求證 





 3cot

)360cos(
)540cos(

1

)180sin(
)sin(

1









． 

4．設 f(x)= )(
])12[(cos

)(sin)(cos
2

22

Zn
xn

xnxn









， 求 f (

6


)的值． 

六、板書設計： 

4.5.3 正弦、余弦誘導公式 

公式： 

關係： 

例 1，2 

練習： 

例 3，4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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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5.4 正弦、余弦的誘導公式（四）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能熟練掌握誘導公式一至五，並運用求任意角的三角函數值，

同時學會關於 90 k ± , 270 ± 四套誘導公式，並能應用，進行簡單的三角函

數式的化簡及論證。 

過程與方法：掌握誘導公式並運用之進行三角函數式的求值、化簡以及簡單

三角恒等式的證明．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誘導公式的運用，培養學生思維的嚴密性與科學

性等思維品質以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等良好的個性品質。 

教學重點：根據已知條件建立函數關係式 

教學難點：數學建模意識. 

教學重點：誘導公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誘導公式的靈活應用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之前我們學習了五組的誘導公式，大家還記得它們的記憶方法是什麼嗎？ 

今天我們學習另外四組誘導公式。 

二、新知學習：    

誘導公式 6：sin(90 ) = cos,   cos(90 ) = sin.   

               tan(90 ) = cot,   cot(90 ) = tan.    

               sec(90 ) = csc,   csc(90 ) = sec 

 

誘導公式 7：sin(90 +) = cos,  cos(90 +) = sin.   

               tan(90 +) = cot, cot(90 +) = tan.    

               sec(90 +) = csc,  csc(90+) = sec 

如圖所示     sin(90 +) = M’P’ = OM = cos 

               cos(90 +) = OM’ = PM = MP = sin 

或由 6 式：sin(90 +) = sin[180 (90 )] = sin(90 ) = cos 

cos(90 +) = cos[180 (90 )] = sin(90 ) = cos 

 

誘導公式 8：sin(270 ) = cos,   cos(270 ) = sin.     

tan(270 ) = cot,    cot(270 ) = tan.    

           sec(270 ) = csc,   csc(270) = sec 

 



P'

O

P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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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導公式 9：sin(270 +) = cos,   cos(270 +) = sin.   

               tan(270 +) = cot,   cot(270 +) = tan.    

           sec(270 +) = csc,   csc(270+) = sec 

問題 2：大家觀察一下這些誘導公式有什麼共同特點，和之前的五組又有什麼不

同？老師引導大家得出：奇變偶不變，符號看象限 

三、新知應用： 

例 1

)
2

cos()5cos(

)
2

sin()4sin(

)cot()2tan(

)
2

3
cos()

2
sin(


























 k

kk
求证：  

證：










sincos

cossin

cottan

sincos
左边  











sincos

cossin

sincos

cossin
右边  

          左邊 = 右邊       ∴等式成立 

例 2 的值。求 )
4

(cos)
4

(cos 22 





 

 解： 1)
4

(cos)
4

(sin)
4

(cos)]
4

(
2

[cos 2222  











原式         

例 3 )2sin(,1)sin(
3

1
sin  求，已知  

解： )(
2

21)sin( Zkk 


  

 從而
3

1
sin)4sin(])

2
2(2sin[)2sin( 


 kk  

四、課堂練習： 

1．計算：sin315sin(480)+cos(330)  2．已知 的值。，求 )
6

5
cos(

3

3
)

6
cos( 




  

3．求證： Zk
kk

kk





,1

])1cos[(])1sin[(

)cos()cos(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1．已知方程 sin(  3) = 2cos(  4)，求

)sin()
2

3
sin(2

)2cos(5)sin(








 的值。 

2．已知 的值。求
)cos(

1
,cos|)cos(|,)tan( 2





 a  

3．若關於 x 的方程 2cos2( + x)  sinx + a = 0 有實根，求實數 a 的取值範圍。 

七、板書設計： 

4.5.4 正弦、余弦誘導公式 

公式： 

關係：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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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o 

P1 

P2 

M1 

N1 

N2 

M2 

Q 

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6.1 兩角和與差的正弦、余弦、正切（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鞏固平面上的兩點間距離公式，並能運用兩點間距離公式推導

出兩角和與差的余弦公式，會初步運用解決具體問題； 

過程與方法： 通過對公式的推導提高學生研究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能力；體會公式探求中從特殊到一般的數學思想，同時滲透如上所說的多種數學

思想。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公式的推導與簡單應用，激發學生求知欲，鼓勵

學生大膽嘗試，敢於探索、創新的學習品質。 

教學重點：公式推導及運用 

教學難點：推導公式方法，找出含有  cos,cos),cos(  的等量關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問題引入： 

我 們 知 道
2

cos 45
2

 ，
3

cos30
2

 ， 由 此 我 們 能 否 得 到

呢？這就是這節課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二、新知探究： 

問題 1：我們初中是否學過平面上的兩點間距離公式，大家還記得嗎？ 

數軸上兩點間的距離公式 21 xxd    

問題 2：那麼對於在平面上任意兩點平面內任意兩點 ),( 111 yxP ， ),( 222 yxP 間的

距離是怎樣求的呢？ 

老師引導：從點 1P ， 2P 分別作 x 軸的垂線 1P 1M , 2P 2M 與 x 軸交於點 1M  

( 1x ,0), 2M  ( 2x ,0) 再從點 1P , 2P 分別作 y 軸的垂線 1P 1N , 2P 2N 與 y

軸交於點 1N , 2N     直線 1P 1N , 2P 2N 與相交於 Q 點， 1P Q   、Q 2P 的

長度分別如何表示？ 

同學得出 1P Q= 1M 2M =| 2x - 1x |   ，Q 2P = 1N 2N =| 2y - 1y |後，老師繼續引導： 

問題 3：那麼現在我們可以求出 21PP 的距離嗎？用什麼方法？ 

同學很容易由畢氏定理得出： 
2

12

2

12

2

2

2

1

2

21 |||| yyxxQPQPPP  2

12

2

12 )()( yyxx   

     從而得 ),( 111 yxP ， ),( 222 yxP 兩點間的距離公式： 

             2

12

2

1221 )()( yyxx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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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練習：已知 A(-1,5),B(4,-7) 求 AB 

解： 1314425)57()14( 22 AB  

二、新知探究： 

問題 4：  coscos)cos(  和 相等嗎？你們能夠舉一個例子嗎？ 

反例：
6

cos
3

cos)
63

cos(
2

cos


  

問題 5：  cos,cos),cos(  的關係？ 

探討三角函數問題的最基本的工具是直角坐標系中的單位圓及單位圓中的

三角函數線，如右圖，我們作、角與單位圓相交，構造了+角和全等三角形，

大家能否得出圖中四點的座標。 

)0,1(1P ， )sin,(cos2 P  

))sin(),(cos(3  P ， ))sin(),(cos(4  P ， 

問題 6：計算 31PP ， 42 PP ， 

31PP =   )(sin1)cos( 22
   

42 PP =   22
)]sin([sin)cos(cos    

問題 7： 31PP  ， 42 PP 之間具有什麼關係？由它們的關係能否得出公式？ 

由 31PP = 42 PP ，師生共同匯出公式： 

 
2 2cos( ) 1 sin ( )          

2 2
cos( ) cos sin( ) sin        

 
展開並整理得 )sinsincos(cos22)cos(22    

所以  sinsincoscos)cos(    可記為 )( C  

總結：這個公式就叫做余弦和公式，此公式對任意、都適用，公式記號

)( C  

問題 8：當以代時， 就會得到：cos(-)的公式，你們能否得出這條公式？ 

以代得：  sinsincoscos)cos(   

總結：這個公式就叫做余弦和公式，此公式對任意、都適用公式記號

)( C 。 

問題 9：大家觀察一下這兩條公式有什麼共同的結構特徵？ 

三、新知應用： 

例 1 計算① cos105   ②cos15  ③cos
5


cos

10

3
sin

5


sin

10

3
 

          解：①cos105=cos(60+45)=cos60cos45sin60sin45 

=
4

62

2

2

2

3

2

2

2

1 
  

②cos15 =cos(6045)=cos60cos45+sin60sin45 

3 2

1

4P

O P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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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2

2

2

2

3

2

2

2

1 
  

③cos
5


cos

10

3
sin

5


sin

10

3
= cos(

5


+

10

3
)=cos

2


=0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42 練習 2（3），（4）、3（2）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知識？ 

六、課後作業： 

1.課本 P42 練習 3（4）， 

2. 已知 sin=
5

3
，cos=

13

12
求 cos()的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七、板書設計: 

4.6.1 兩角和與差的正弦、余弦、

正切 

公式： 

公式的推導： 例 1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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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6.2 兩角和與差的正弦、余弦、正切（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瞭解兩角和與差的正弦、余弦、正切公式之間的內在聯繫，並

通過強化題 目的訓練，加深對公式的理解，培養學生的運算能力及邏輯推理能

力，從而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 

過程與方法：通過讓學生探索、發現並推導兩角和與差的正弦、余弦、正切

公式，自覺地利用聯繫變化的觀點來分析問題，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

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本節學習，使學生掌握尋找數學規律的方法，提

高學生的觀察分析能力，培養學生的應用意識，提高學生的數學素質。 

教學重點： 由兩角和的余弦公式推導出兩角和的正弦公式 

教學難點： 進行簡單的三角函數式的化簡、求值和恒等變形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1 大家回憶一下兩角和與差的余弦公式是什麼？ 

同學回答：  sinsincoscos)cos(     s i ns i nc o sc o s)c o s (   

2．求 cos75的值。  

二、新知探究： 

問題 2：在公式 C(α-β)、C(α+β)的基礎上能否推導 sin(α+β)=? sin(α-β)=? sin（α

＋β），sin（α－β）中的角及函數名與 cos（α＋β）和 cos（α－β）有何關

係？我們可以利用什麼公式來實現正、余弦的互化呢？ 

學生想到利用誘導公式⑸⑹來化余弦為正弦, 

sin(α+β)=cos［
2


-(α+β)］=cos［(

2


-α)-β］ 

=cos(
2


-α)cosβ+sin(

2


-α)sinβ 

=sinαcosβ+cosαsinβ. 

在上述公式中,β 用-β 代之，則 

sin(α-β)=sin［α+(-β)］=sinαcos(-β)+cosαsin(-β) 

=sinαcosβ-cosαsinβ. 

因此我們得到兩角和與差的正弦公式，分別簡記為 S(α+β)、S(α-β). 

 

sin(α+β)=sinαcosβ+cosαsinβ, 

sin(α-β)=sinαcosβ-cosαsin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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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在我們推出了公式 C(α-β)、C(α+β)、S(α+β)、S(α-β)後,自然想到兩角和與差的

正切公式，怎麼樣來推導出 tan(α-β)=?,tan(α+β)=?呢？ 

學生很容易想到利用同角三角函數關係式，化弦為切得到,請學生推導，老師從

旁指導： 

∵cos (+)0 

tan(+)=








sinsincoscos

sincoscossin

)cos(

)sin(









      

當 coscos0 時, 分子分母同時除以 coscos得： 






tantan1

tantan
)tan(




  

以代得：





tantan1

tantan
)tan(




  

其中   ,,,, RR 都不等於 Zkk  ,
2


 ， 

簡記為 T(α-β)、T(α+β). 

tan(α+β)= ,
tantan1

tantan








 

tan(α-β)= .
tantan1

tantan








 

問題 4：兩角和與差的正切公式中 α、β、α±β 的取值是任意的嗎？ 

學生回顧自己的公式探究過程可知，α、β、α±β 都不能等於
2


+kπ(k∈Z)。 

問題 5：兩角和與差的正弦、正切公式結構上有什麼特徵？ 

老師小結：我們將 )( S 、 )( C 、 )( T 稱為和角公式， )( S 、 )( C 、 )( T 稱

為差角公式。它們之間具有以下關 係： 

 

 

三、新知應用： 

例 1 不查表，求下列各式的值： 

1 sin75               2  sin13cos17+cos13sin17 

解：1原式= sin(30+45)= sin30cos45+cos30sin45 

=
4

62

2

2

2

3

2

2

2

1 
   

2原式= sin(13+17)=sin30=
2

1
  

例 2 求 tan15，tan75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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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1 tan15= tan(4530)= 32
6

3612

33

33

3

3
1

3

3
1














  

2 tan75= tan(45+30)= 32
6

3612

33

33

3

3
1

3

3
1














  

3 cot15= cot(4530)= 32
2

324

13

31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42 練習 2（1）（2）（5），3（4） 

五、新知應用： 

例 3 利用和（差）角公式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1）、 sin72cos42 cos72sin42  ；（2）、 cos20cos70 sin20sin70  ；（3）、

1 tan15

1 tan15




． 

解：（1）、  
1

sin72cos42 cos72sin42 sin72 42 sin30
2

     ； 

（2）、  cos20cos70 sin20sin70 cos20 70 cos90 0     ； 

（3）、  
1 tan15 tan45 tan15

tan45 15 tan60 3
1 tan15 1 tan45tan15

 
    

   

例 4 已知
3

sin ,
5

   是第四象限角，求sin ,cos , tan
4 4 4

  
  

     
       

     
的值. 

解：因為
3

sin ,
5

   是第四象限角，得
2

2 3 4
cos 1 sin 1

5 5
 

 
      

 
， 

3

sin 35tan
4cos 4

5








     ， 

於是有： 
2 4 2 3 7 2

sin sin cos cos sin
4 4 4 2 5 2 5 10

  
  

   
           

   
 

2 4 2 3 7 2
cos cos cos sin sin

4 4 4 2 5 2 5 10

  
  

   
           

   
 

3
tan tan 1

4 4tan 7
34

1 tan tan 1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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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鞏固練習： 

1.課本 P42 練習 5 

2.化簡求值： 

（1）cos44°sin14°-sin44°cos14°; 

（2）sin14°cos16°+sin76°cos74°; 

（3）sin(54°-x)cos(36°+x)+cos(54°-x)sin(36°+x). 

3.計算 .
75tan1

75tan1







 

 

七、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課外作業： 

課本 P42 練習 4 

九、板書設計： 

4.6.2 兩角和與差的正弦、余弦、

正切 

公式的推導： 

公式： 

例 1，2 

 

例 3，4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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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 .6.3 兩角和與差的正弦、余弦、正切（3）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通過例題的講解，使學生對兩角和差公式的掌握更加牢固，並

能逐漸熟悉一些解題的技巧； 

過程與方法：通過例題的講解，自覺地利用聯繫變化的觀點來分析問題，提

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本節學習，使學生掌握尋找數學規律的方法，提

高學生的觀 

察分析能力，培養學生的應用意識，提高學生的數學素質。 

教學重點：兩角和與差的余弦、正弦、正切公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靈活應用和、差角公式進行化簡、求值、證明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大家能夠把兩角和與差的正、余弦、正切公式寫出來嗎？ 

答：  sinsincoscos)cos(     s i ns i nc o sc o s)c o s (   

 cossincossin)sin(     c o ss i nc o ss i n)s i n (   






tantan1

tantan
)tan(




       






t a nt a n1

t a nt a n
)t a n (




  

二、新知應用： 

例 1 已知 sin=
5

3
，cos=

13

12
求 cos()，sin(+),tan(+)的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略) 

例 2  求證：  

解：(略) 

例 3  求證：cos+ 3 sin=2sin(
6


+) 

證一（構造輔助角）： 

左邊=2(
2

1
cos+

2

3
 sin)=2(sin

6


cos+cos

6


 sin) 

=2sin(
6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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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二：右邊=2(sin
6


cos+cos

6


 sin)=2(

2

1
cos+

2

3
 sin) 

= cos+ 3 sin=左邊 

三、鞏固練習： 

課本 P44 練習 1，3 

四、新課應用： 

例 4  已知
4

3

2





 ，

13

12
)cos(   ，

5

3
)sin(   ， 

求 sin2的值 

 解：∵ 0
13

12
)cos(         

4

3

2





  

   ∴
4

0


           ∴
13

5
)sin(    

   ∴
2

3
          

又
5

3
)sin(          ∴

5

4
)cos(    

∴sin2= )sin()(0)cos()sin()]()sin[(   sc  

   =
65

56

13

5

5

4

13

12

5

3
  

例 5 求證：tan20°tan30°＋tan30°tan40°＋tan40°tan20°＝1 

證明：左端＝  20tan40tan)40tan20(tan
3

3
 

右端



120tan40tan40tan20tan1

20tan40tan)40tan20tan1(60tan
3

3

 

說明：可在△ABC 中證明 1
2

tan
2

tan
2

tan
2

tan
2

tan
2

tan 
ACCBB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五、鞏固練習：課本 P44 練習 2，4 

六、課堂小結：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七、課外作業：課本 P44 習題 4.6：1，2，3 單數題，6，7 雙數題 

八、板書設計： 

4.6.3 兩角和與差的正弦、余弦、

正切 

公式： 

例 1，2，3 

練習 

例 4，5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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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7.1 二倍角的正弦、余弦、正切（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能用上述公式進

行簡單的求值、化簡、恒等證明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過程與方法：使學生掌握二倍角公式，能正確運用這些公式進行簡單三角函

數式的化簡、求值與恒等式證明；通過倍角公式的推導，瞭解它們之間，以及它

們與和角公式之間的內在聯繫，從而培養邏輯推理能力過對生活中實際問題的分

析與探討； 

情感、態度、價值觀：使學生進一步掌握聯繫變化的觀點，自覺地利用聯繫

變化地觀點來分析問題，提高學生化歸能力。 

教學重點：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二倍角公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二倍角公式的簡單應用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公式的綜合應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請同學們回憶一下兩角和的正弦、余弦、正切公式。 

),(,sincoscossin)sin( RR       )( S  

),(,sinsincoscos)cos( RR      )( C  

),
2

,,(,
tantan1

tantan
)tan( Zkk 












 )( T  

二、新知探究：    

今天，我們繼續探討一下二倍角公式： 

問題 1：我們能否利用上面的公式得到sin 2 ,cos2 , tan 2   的公式嗎？ 

學生自主討論研究得出：在公式 )( S ， )( C ， )( T 中，當   時，得到

相應的一組公式： 

         c o ss i n22s i n  ； )( 2S  

         22 s i nc o s2c o s  ； )( 2C  

        





2t a n1

t a n2
2t a n


 ； )( 2T  

問題 2：把上述關於cos2 的式子能否變成隻含有sin 或 cos 形式的式子呢？ 

學生探究後得出：
2 2 2 2 2cos2 cos sin 1 sin sin 1 2sin            ； 

2 2 2 2 2cos2 cos sin cos (1 cos ) 2cos 1            ． 

歸納：公式 )( 2S ， )( 2C ， )( 2C ， )( 2T 統稱為二倍角的三角函數公式，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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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二倍角公式． 

    注意：（１）公式 )( 2T 成立的條件是 Zkkk  ,
4

,
2





 ． 

（2）熟悉“倍角”與“二次”的關係（升角—降次，降角—升次）  

三、講解範例： 

例 1   不查表．求下列各式的值 

      （１）  15cos15sin ；           （２）
8

sin
8

cos 22 
 ； 

      （３）




5.22tan1

5.22tan2
2

；            （４） 75sin21 2 ． 

解: （１）  15cos15sin =
2

1

4

1
30sin  ；            

（２）
8

sin
8

cos 22 
 ＝

2

2

4
cos 


； 

   （３）




5.22tan1

5.22tan2
2

＝ 145tan  ；             

（４） 75sin21 2 ＝
2

3
150cos  ． 

       

 例２不查表．求下列各式的值 

（１） )
12

5
cos

12

5
)(sin

12

5
cos

12

5
(sin


    （２）

2
sin

2
cos 44 

  

（３）
 tan1

1

tan1

1





                 （４）  2coscos21 2   

解: （１）  )
12

5
cos

12

5
)(sin

12

5
cos

12

5
(sin



2

3

6

5
cos

12

5
cos

12

5
sin 22 








 

（２） 





2
sin

2
cos 44 








cos)

2
sin

2
)(cos

2
sin

2
(cos 2222  

（３） 



 tan1

1

tan1

1





2tan

tan1

tan2
2

 

例 3 已知 ),
2

(,
13

5
sin 


 ，求 sin2，cos2，tan2的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 ),
2

(,
13

5
sin 


     ∴

13

12
sin1cos 2   

      ∴sin2 = 2sincos = 
169

120
  

       cos2 = 
169

119
sin21 2        tan2 = 

119

120
  

  

四、鞏固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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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 P49 練習 1，3 

五、課堂小結   

要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1.課本 P49 練習 4 

2. 課本 P49 習題 4.7：1，2 

七、板書設計： 

4.7.1 二倍角的正弦、余弦、

正切 

公式： 

 

例 1，2 

練習： 

例 3，4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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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7.2 二倍角的正弦、余弦、正切（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能用上述公式進

行簡單的求值、化簡、恒等證明； 

過程與方法：使學生能正確、熟練地運用二倍角公式進行簡單三角函數式的

化簡、求值與恒等式證明；通過倍角公式的推導，瞭解它們之間，以及它們與和

角公式之間的內在聯繫，從而培養邏輯推理能力過對生活中實際問題的分析與探

討； 

情感、態度、價值觀：使學生進一步掌握聯繫變化的觀點，自覺地利用聯繫

變化地觀點來分析問題，提高學生化歸能力。 

教學重點：二倍角公式的應用 

教學難點：靈活應用和、差、倍角公式進行三角式化簡、求值、證明恒等式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請同學們回憶一下昨天我們學習的二倍角公式:公式。 

         同學回答：  cossin22sin  ； )( 2S  

         22 s i nc o s2c o s  ； )( 2C  

        





2t a n1

t a n2
2t a n


 ； )( 2T  

        1c o s22c o s 2    

  2sin212cos  )( 2C  

二、新知應用： 

例 1 求值 cos20cos40cos80  

解：cos20cos40cos80= 




20sin

80cos40cos20cos20sin  





20sin

80cos40cos40sin
2

1


8

1

20sin

160sin
8

1

20sin

80cos80sin
4

1










 

例 2 求證：







2tan1

4cos4sin1

tan2

4cos4sin1







 

證：原式等價於：







2tan1

tan2

4cos4sin1

4cos4sin1







 

 左邊










2cos22cos2sin2

2sin22cos2sin2

)4cos1(4sin

)4cos1(4sin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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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an

)2cos2(sin2cos2

)2sin2(cos2sin2





  

右邊= 



2tan

tan1

tan2
2




 

∴左邊=右邊    ∴原式得證 

例 3 利用三角公式化簡： )1031(50sin  tg  

   分析：化正切為正弦、余弦，便於探索解題思路． 

 解： )
10cos

10sin3
1(50sin)1031(50sin




  tg  







10cos

)10sin
2

3
10cos

2

1
(2

50sin



  

    





10cos

10sin30cos10cos30sin
50sin2


  






10cos

40sin
40cos2   1

10cos

80sin






      

 

三、課堂練習： 

化簡下列各式： 

1． 


4
cos

4
sin4

2
sin2


           

2． 
 



40tan1

40tan
2

80tan
2

1
 

3．2sin2157 奎屯
王新敞
新疆5  1 = 

2

2
315cos    

4． 


12

5
sin

12
sin

4

1

6
sin

2

1

12
cos

12
sin 





 

5.
9

4
cos

9

3
cos

9

2
cos

9
cos


的值等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6.課本 P49 練習 5 

四、課堂小結：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課外作業： 

課本 P52 習題 4.7：3 

六、板書設計： 

4.7.2 二倍角的正弦、余弦、

正切 

公式： 

例 1，2 

練習： 

例 3，4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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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7.3 二倍角的正弦、余弦、正切（3）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要求學生能較熟練地運用公式進行化簡、求值、證明，增強學

生靈活運用數學知識和邏輯推理能力； 

過程與方法：使學生掌握二倍角公式，能正確運用這些公式進行簡單三角函

數式的化簡、求值與恒等式證明；通過倍角公式的推導，瞭解它們之間，以及它

們與和角公式之間的內在聯繫，從而培養邏輯推理能力過對生活中實際問題的分

析與探討； 

情感、態度、價值觀：使學生進一步掌握聯繫變化的觀點，自覺地利用聯繫

變化地觀點來分析問題，提高學生化歸能力。 

教學重點：二倍角公式的應用 

教學難點：靈活應用和、差、倍角公式進行三角式化簡、求值、證明恒等式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請同學們回憶一下昨天我們學習的二倍角公式:公式。 

         同學回答：  cossin22sin  ； )( 2S  

         22 s i nc o s2c o s  ； )( 2C  

        





2t a n1

t a n2
2t a n


 ； )( 2T  

        1c o s22c o s 2    

  2sin212cos  )( 2C  

問題 2： 
2


与 有什麼樣的關係？ 

學習和（差）公式，倍角公式以後，我們就有了進行變換的性工具，從

而使三角變換的內容、思路和方法更加豐富，這為我們的推理、運算能力提供了

新的方法。 

二、新知探究： 

例 1、試以 cos 表示 2 2 2sin ,cos , tan
2 2 2

  
． 

解：我們可以通過二倍角 2cos 2cos 1
2


   和 2cos 1 2sin

2


   來做此題． 

因為 2cos 1 2sin
2


   ，可以得到 2 1 cos

sin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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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2cos 2cos 1
2


   ，可以得到 2 1 cos

cos
2 2

 
 ． 

又因為

2

2

2

sin
1 cos2tan

2 1 cos
cos

2


 

 


 



 
小結：以上的證明式子其實就是我們的半形公式： 














cos1

cos1

2
tan,

2

cos1

2
cos,

2

cos1

2
sin  













sin

cos1

cos1

sin

2
tan  

例 3、求證： 

（１）、    
1

sin cos sin sin
2

          ； 

（２）、 sin sin 2sin cos
2 2

   
 

 
  ． 

證明：（１）因為  sin   和  sin   是我們所學習過的知識，因此我們從等

式右邊著手． 

 sin sin cos cos sin        ；

 sin sin cos cos sin        ． 

兩式相加得    2sin cos sin sin         ； 

即    
1

sin cos sin sin
2

          ； 

（２）由（１）得    sin sin 2sin cos         ①；設 ,         ， 

那麼 ,
2 2

   
 

 
  ． 

把 ,  的值代入①式中得 sin sin 2sin cos
2 2

   
 

 
  ． 

三、鞏固練習： 

1.課本 P51 練習 1，2，3 

四、課堂小結： 

其實例 3 及練習 2，3 題 

是我們的積化和差公式和和差化積公式： 

1．積化和差公式：  

sincos =
2

1
[sin( + ) + s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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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sin =
2

1
[sin( + )  sin(  )] 

coscos =
2

1
[cos( + ) + cos(  )] 

sinsin = 
2

1
[cos( + )  cos(  )] 

2．和差化積公式 

∴
2

cos
2

sin2sinsin


     

  
2

s i n
2

c o s2s i ns i n


  

  
2

c o s
2

c o s2c o sc o s


  

  
2

s i n
2

s i n2c o sc o s


  

五、課後作業： 

1.設 25sin2ｘ＋sinｘ－24＝0 且ｘ是第二象限角，求 tan
2

x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已知 cos2θ＝

3

2
，求 sin4θ＋cos4θ的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3 奎屯
王新敞
新疆求證 .

2
tan

cos1

cos

2cos1

2cos

4cos1

4sin x

x

x

x

x

x

x









 

六、板書設計： 

4.7.3 二倍角的正弦、余弦、

正切 

公式： 

例 1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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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8.1 正弦函數、余弦函數的圖像和性質（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理解並掌握作正弦函數和余弦函數圖像的方法及定義域和

值域．2．理解並熟練掌握用五點法作正弦函數和余弦函數簡圖的方法． 

過程與方法：1.借助多媒體教學手段引導學生理解利用單位圓中的正弦線畫

出正弦函數的圖像，使問題變得直觀，易於突破難點；利用多媒體向學生展示優

美的函數圖像，給人以美的享受。 

2.通過觀察“正弦函數的幾何作圖法”課件的演示，讓學生分組（四人一組）討

論、交流、總結，由小組成員代表小組發表意見（不同層次的組員回答，教師給

予評價不同），說出正弦函數的主要性質和函數的圖像中起著關鍵作用的點。 

情感、態度、價值觀：1.滲透由抽象到具體的思想，使學生理解動與靜的辯

證關係，培養辯證唯物主義觀點；2.培養學生勇於探索、勤於思考的精神；3.培

養學生合作學習和數學交流的能力。 

教學重點：用單位圓中的正弦線作正弦函數的圖像． 

教學難點：用單位圓中的餘弦線作余弦函數的圖像．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實物演示：“裝滿細沙的漏斗在做單擺運動時，沙子落在與單擺運動方向垂

直運動的木板上的軌跡” 

問題 1：（1）該曲線是何曲線？（2）你有辦法畫出該曲線的

圖像嗎？ 

二、新知探究： 

1． 正弦線、餘弦線：設任意角 α 的終邊與單位圓相交於點

P(x，y)，過 P 作 x 軸的垂線，垂足為 M，則有 MP
r

y
sin ，

OM
r

x
cos  

向線段 MP 叫做角α的正弦線，有向線段

OM 叫做角α的餘弦線． 

2.課件演示：“正弦函數圖像的幾何作

圖法” 

第一步：列表 奎屯
王新敞
新疆首先在單位圓中畫出正

弦線和餘弦線．在直角坐標系的 x 軸上任

取一點 1O ，以 1O 為圓心作單位圓，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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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與 x 軸的交點 A 起把圓分成幾等份，過圓上的各分點作 x 軸的垂線，可以得到

對應於角
6

,0


，
3


，

2


,…，2π的正弦線及餘弦線（這等價於描點法中的列表）． 

第二步：描點．我們把 x 軸上從 0 到 2π這一段分成幾等份，把角 x 的正弦

線向右平行移動，使得正弦線的起點與 x 軸上相應的點 x 重合，則正弦線的終點

就是正弦函數圖像上的點． 

第三步：連線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用光滑曲線把這些正弦線的終點連結起來，就得到正弦函數

y=sinx，x∈[0，2π]的圖像． 

現在來作余弦函數 y=cosx，x∈[0，2π]的圖像: 

老師先通過課件先演示第一種方法： 

第一步:列表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表就是單位圓中的餘弦線． 

    第二步:描點．把坐標軸向下平移，過 1O 作與 x 軸的正半軸成
4


角的直線， 

又過餘弦線 1O A 的終點 A 作 x 軸的垂線，它與前面所作的直線交於 A′，那麼 1O A

與 AA′長度相等且方向同時為正，我們就把餘弦線 1O A“豎立”起來成為

AA′，用同樣的方法，將其它的餘弦線也都“豎立”起來．再將它們平移，使

起點與 x 軸上相應的點 x 重合，則終點就是余弦函數圖像上的點． 

第三步：連線．用光滑曲線把這些豎立起來的線段的終點連結起來，就得到

余弦函數 y=cosx，x∈[0，2π]的圖像． 

問題 2：除了上面的方法，你能根據誘導公式，以正弦函數圖像為基礎，通過適

當的圖形變得到余弦函數的圖像？ 

同學們討論後得出：根據誘導公式 cos sin( )
2

x x


  ,可以把正弦函數 y=sinx 的圖

像向左平移
2



 
單位即得余弦函數 y=cosx 的圖像.  

問題 3：以上我們作出的圖形的定義域是在是在什麼範圍內的？但實際上我們現

在學得角是在什麼範圍內的？學生思考後回答，老師用課件演示： 

以上我們作出了 y=sinx，x∈[0，2π]和 y=cosx，x∈[0，2π]的圖像，現在把上述圖

像沿著 x 軸向右和向左連續地平行移動，每次移動的距離為 2π，就得到 y=sinx，

x∈R 和 y=cosx，x∈R 的圖像，分別叫做正弦曲線和余弦曲線． 

-1

1
y

x-6  -5  65-4  -3  -2  - 0 432

f x  = sin x 
 

-1

1
y

x-6  -5  65-4  -3  -2  - 0 432

f x  = cos x 
 

問題 4：從上面可以看出正弦函數和余弦函數的定義域和值域分別是什麼嗎？ 

師生共同總結：(1)定義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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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弦函數、余弦函數的定義域都是實數集 R［或(－∞，＋∞)］， 

分別記作：y＝sinx，x∈Ry＝cosx，x∈R 

(2)值域 

因為正弦線、余弦線的長度小於或等於單位圓的半徑的長度，所以｜sinx｜

≤1， 

｜cosx｜≤1，即－1≤sinx≤1，－1≤cosx≤1 

也就是說，正弦函數、余弦函數的值域都是［－1，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其中正弦函數 y=sinx,x∈R 

①當且僅當 x＝
2


＋2kπ，k∈Z 時，取得最大值 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②當且僅當 x＝－
2


＋2kπ，k∈Z 時，取得最小值－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而余弦函數 y＝cosx，x∈R 

①當且僅當 x＝2kπ，k∈Z 時，取得最大值 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②當且僅當 x＝(2k＋1)π，k∈Z 時，取得最小值－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5：從上面畫圖的過程中用描點法作正弦函數和余弦函數的簡圖，其實只需

要找多少個點？是哪五個點？ 

學生回答：用五點法作正弦函數和余弦函數的簡圖（描點法）： 

正弦函數 y=sinx，x∈[0，2π]的圖像中，五個關鍵點是：(0,0)  (
2


,1)  (,0)  (

2

3
,-1)  

(2,0) 

也同樣可用五點法作圖：y=cosx   x[0,2]的五個點關鍵是 

(0,1)  (
2


,0)  (,-1)  (

2

3
,0)  (2,1) 

只要這五個點描出後，圖像的形狀就基本確定了．因此在精確度不太高時，

常採用五點法作正弦函數和余弦函數的簡圖，要求熟練掌握． 

三、新知應用： 

例 1 作下列函數的簡圖 

(1)y=sinx，x∈[0，2π]，    (2)y=cosx，x∈[0，2π]， 

 (3)y=1+sinx，x∈[0，2π]，  (4)y=-cosx，x∈[0，2π]， 

解：(1)列表 

X 0 
2


   

2

3
 2  

Sinx 0 1 0 -1 0 

(2)列表 

X 0 
2


   

2

3
 2  

Cosx 1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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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表 

X 0 
2


   

2

3
 2  

Sinx 0 1 0 -1 0 

1+sinx 1 2 1 0 1 

(4)列表 

X 0 
2


   

2

3
 2  

Cosx 1 0 -1 0 1 

 

-cosx 
-1 0 1 0 -1 

 

問題 6：從上面的作圖題，我們能否看出如何利用 y=sinx，ｘ∈〔0，２π〕的圖

像，通過圖形變換（平移、 翻轉等）來得到（1）y＝1＋sinx ,ｘ∈〔0，２π〕的

圖像； 

師生總結：函數值加減，圖像上下移動；  

問題 7：如何利用 y=cos x，ｘ∈〔0，２π〕的圖像，通過圖形變換（平移、翻轉

等）來得到 y＝-cosx ，ｘ∈〔0，２π〕的圖像？  

師生總結：這兩個圖像關於 X 軸對稱。 

例 2 利用正弦函數和余弦函數的圖像，求滿足下列條件的 x 的集合： 

2

1
sin)1( x  

解：作出正弦函數 y=sinx，x∈[0，2π]的圖像： 

 

由圖形可以得到，滿足條件的 x 的集合為： Zkkk 







 ,2

6

5
,2

6






 

2

1
cos)2( x  

解：作出余弦函數 y=cos，x∈[0，2π]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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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形可以得到，滿足條件的 x 的集合為： Zkkk 







 ,2

3

5
,2

3






 

四、鞏固練習： 

1、畫出下列函數的簡圖，並說明這些函數的圖像與正弦曲線的區別和聯繫： 

（1） sin 1y x                    （2） 2siny x  

2、畫出下列函數的簡圖，並說明這些函數的圖像與余弦曲線的區別和聯繫： 

（1） 1 cosy x                       （2） cos
3

y x
 

  
 

 

3. 利用正弦函數和余弦函數的圖像，求滿足下列條件的 x 的集合： 

2

1
sin)1( x                           

2

1
c o s)2( x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課本 P53 練習 3 

七、板書設計： 

4.8.1 正弦函數、余弦函數

的圖像和性質 

定義： 

例 1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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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8.2 正弦函數、余弦函數的圖像和性質（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理解正、余弦函數的最值、週期性的意義；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會求簡單函數

的定義域、值域、最小正週期； 3 奎屯
王新敞
新疆掌握正弦函數 y＝Asin(ωx＋φ)的週期及求法； 

過程與方法：利用多媒體向學生展示優美的函數圖像，給人以美的享受。 

情感、態度、價值觀：1.滲透由抽象到具體的思想，使學生理解動與靜的辯

證關係，培養辯證唯物主義觀點；2.培養學生勇於探索、勤於思考的精神；3.培

養學生合作學習和數學交流的能力。 

教學重點：正、余弦函數的性質 

教學難點：正、余弦函數性質的理解與應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用五點法作正弦函數和余弦函數的簡圖時，五個關鍵點是什麼？ 

問題 2：正弦函數和余弦函數的定義域和值域分別是什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二、新知探究： 

問題 3：（1）今天是星期一，則過了七天是星期幾？過了十四天呢？……  

觀察正（餘）弦函數的圖像，正弦函數值、余弦函數值是否是按照一定規律不斷

重複地取得的？ 

-1

1
y

x-6  -5  65-4  -3  -2  - 0 432

f x  = sin x 
 

-1

1
y

x-6  -5  65-4  -3  -2  - 0 432

f x  = cos x 
 

師生一起歸納總結：由 sin(x＋2kπ)＝sinx，cos(x＋2kπ)＝cosx  (k∈Z)知： 

正弦函數值、余弦函數值是按照一定規律不斷重複地取得的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一般地，對於函數 f(x)，如果存在一個非零常數 T，使得當 x 取定義域內的

每一個值時，都有 f(x＋T)＝f(x)，那麼函數 f(x)就叫做週期函數，非零常數 T 叫

做這個函數的週期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由此可知，2π，4π，……，－2π，－4π，……2kπ(k∈Z 且 k≠0)都是這

兩個函數的週期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對於一個週期函數 f(x)，如果在它所有的週期中存在一個最小的正數，那麼

這個最小正數就叫做 f(x)的最小正週期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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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根據上述定義，可知：正弦函數、余弦函數都是週期函數，那麼它們的

最小正週期是什麼？ 

三、新知應用： 

例 1 求使下列函數取得最大值的引數 x 的集合，並說出最大值是什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1)y＝cosx＋1，x∈R； 

(2)y＝sin2x，x∈R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1)使函數 y＝cosx＋1，x∈R 取得最大值的 x 的集合，就是使函數 y＝cosx，

x∈R 取得最大值的 x 的集合｛x｜x＝2kπ，k∈Z｝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函數 y＝cosx＋1，x∈R 的最大值是 1＋1＝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令 Z＝2x，那麼 x∈R 必須並且只需 Z∈R，且使函數 y＝sinZ，Z∈R 取得最

大值的 Z 的集合是｛Z｜Z＝
2


＋2kπ，k∈Z｝ 

由 2x＝Z＝
2


＋2kπ， 

得 x＝
4


＋kπ 

即 使函數 y＝sin2x，x∈R 取得最大值的 x 的集合是｛x｜x＝
4


＋kπ，k∈Z｝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函數 y＝sin2x，x∈R 的最大值是 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例 2 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 

(1)y＝1+
xsin

1
    (2)y＝ xcos  

解：(1)由 1＋sinx≠0，得 sinx≠－1 

即 x≠
2

3
＋2kπ(k∈Z) 

∴原函數的定義域為｛x｜x≠
2

3
＋2kπ，k∈Z｝ 

(2)由 cosx≥0 得－
2


＋2kπ≤x≤

2


＋2kπ(k∈Z) 

∴原函數的定義域為［－
2


＋2kπ，

2


＋2kπ］(k∈Z)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63 練習 4 

五、新知應用： 

 

例 1 求下列函數的週期： 

(1)y＝3cosx，x∈R； 

(2)y＝sin2x，x∈R； 

(3)y＝2sin(
2

1
x－

6


)，x∈R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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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1)∵y＝cosx 的週期是 2π 

∴只有 x 增到 x＋2π時，函數值才重複出現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y＝3cosx，x∈R 的週期是 2π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令 Z＝2x，那麼 x∈R 必須並且只需 Z∈R，且函數 y＝sinZ，Z∈R 的週期是

2π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即 Z＋2π＝2x＋2π＝2(x＋π)． 

只有當 x 至少增加到 x＋π，函數值才能重複出現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y＝sin2x 的週期是π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3)令 Z＝
2

1
x－

6


，那麼 x∈R 必須並且只需 Z∈R，且函數 y＝2sinZ，Z∈R 的

週期是 2π，由於 Z＋2π＝(
2

1
x－

6


)＋2π＝

2

1
 (x＋4π)－

6


，所以只有引數 x

至少要增加到 x＋4π，函數值才能重複取得，即 T＝4π是能使等式 2sin［
2

1
 (x

＋T)－
6


］＝2sin(

2

1
x－

6


)成立的最小正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從而 y＝2sin(
2

1
x－

6


)，x∈R 的週期是 4π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從上述可看出，這些函數的週期僅與引數 x 的係數有關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一般地，函數 y＝Asin(ωx＋ )，x∈R 及函數 y＝Acos(ωx＋ )，x∈R(其中 A、

ω、 為常數，且 A≠0，ω＞0)的週期 T＝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六、鞏固練習： 

課本 P63 練習 5 

七、課後作業： 

課本 P64 習題 4.8：2，9 

八、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九、板書設計： 

4.8.2 正弦函數、余弦函數

的圖像和性質 

定義： 

例 1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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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8.3 正弦函數、余弦函數的圖像和性質（3）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要求學生能理解三角函數的奇、偶性和單調性； 

過程與方法：掌握正、余弦函數的奇、偶性的判斷，並能求出正、余弦函數

的單調區間。 

情感、態度、價值觀：1.滲透由抽象到具體的思想，使學生理解動與靜的辯

證關係，培養辯證唯物主義觀點；2.培養學生勇於探索、勤於思考的精神；3.培

養學生合作學習和數學交流的能力。 

教學重點：正、余弦函數的性質 

教學難點：正、余弦函數性質的理解與應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問題引入： 

問題 1：觀察正、余弦函數圖形，說明函數的圖像有怎樣的對稱性呢？其特點是

什麼？ 

-1

1
y

x-6  -5  65-4  -3  -2  - 0 432

f x  = sin x 
 

-1

1
y

x-6  -5  65-4  -3  -2  - 0 432

f x  = cos x 
 

 二、新知探究：   

1.奇偶性   

(1)正弦函數的圖形 

問題 2：觀察函數 y=sinx 的圖像，當引數取一對相反數時，它們對應的函數值有

什麼關係？為什麼？ 

同學觀察思考後得出：由 sin(－x)＝－sinx，可知：y＝sinx 為奇函數 

(2)余弦函數的圖形 

問題 3：觀察函數 y=cosx 的圖像，當引數取一對相反數時，它們對應的函數值有

什麼關係？為什麼？ 

當引數取一對相反數時，函數 y 取同一值。 

同學觀察思考後得出：由於 cos(－x)=cosx   ∴f(-x)= f(x).函數 y=cosx 是偶函數。 

老師總結：（1）如果點（x,y）是函數 y=sinx 的圖像上任一點，那麼與它關

於原點對稱的點（-x,-y）也在函數 y=sinx 的圖像上，這時，我們說函數 y=sinx 是

奇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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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點（x,y）是函數 y=cosx 的圖像上的任一點,那麼,與它關於 y 軸的對稱

點(-x,y)也在函數 y=cosx 的圖像上，這時，我們說函數 y=cosx 是偶函數。 

2.單調性 

從 y＝sinx，x∈［－
2

3
,

2


］的圖像上可看出： 

當 x∈［－
2


，

2


］時，曲線逐漸上升，sinx 的值由－1 增大到 1. 

當 x∈［
2


，

2

3
］時，曲線逐漸下降，sinx 的值由 1 減小到－1. 

結合上述週期性可知： 

正弦函數在每一個閉區間［－
2


＋2kπ，

2


＋2kπ］(k∈Z)上都是增函數，其值

從－1 增大到 1；在每一個閉區間［
2


＋2kπ，

2

3
＋2kπ］(k∈Z)上都是減函數，

其值從 1 減小到－1. 

余弦函數在每一個閉區間［(2k－1)π，2kπ］(k∈Z)上都是增函數，其值從－1 增

加到 1；在每一個閉區間［2kπ，(2k＋1)π］(k∈Z)上都是減函數，其值從 1 減小

到－1. 

三、新知應用： 

例 1 不通過求值，指出下列各式大於 0 還是小於 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1)sin(－
18


)－sin(－

10


)；        (2)cos(－

5

23
)－cos(－

4

17
)． 

解：(1)∵－
2


＜－

10


＜－

18


＜

2


． 

且函數 y＝sinx，x∈［－
2


，

2


］是增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sin(－
10


)＜sin(－

18


) 

即 sin(－
18


)－sin(－

10


)＞0 

(2)cos(－
5

23
)＝cos

5

23
＝cos

5

3
 

cos(－
4

17
)＝cos

4

17
＝cos

4


 

∵0＜
4


＜

5

3
＜π 

且函數 y＝cosx，x∈［0，π］是減函數 

∴cos
5

3
＜cos

4


 

即 cos
5

3
－cos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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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
5

23
)－cos(－

4

17
)＜0 

例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1)函數 y＝sin(x＋

4


)在什麼區間上是增函數? 

(2)函數 y＝3sin(
3


－2x)在什麼區間是減函數? 

解：(1)函數 y＝sinx 在下列區間上是增函數： 

2kπ－
2


＜x＜2kπ＋

2


 (k∈Z) 

∴函數 y＝sin(x＋
4


)為增函數，當且僅當 2kπ－

2


＜x＋

4


＜2kπ＋

2


 即

2kπ－
3


＜x＜2kπ＋

4


(k∈Z)為所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y＝3sin(
3


－2x)＝－3sin(2x－

3


) 

由 2kπ－
2


≤2x－

3


≤2kπ＋

2


 

得 kπ－
12


≤x≤kπ＋

12

5
 (k∈Z)為所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或：令 u＝
3


－2x，則 u 是 x 的減函數 

又∵y＝sinｕ在［2kπ－
2


，2kπ＋

2


］(k∈Z)上為增函數， 

∴原函數 y＝3sin(
3


－2x)在區間［2kπ－

2


，2kπ＋

2


］上遞減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設 2kπ－
2


≤

3


－2x≤2kπ＋

2


 

解得 kπ－
12


≤x≤kπ＋

12

5
(k∈Z) 

∴原函數 y＝3sin(
3


－2x)在［kπ－

12


，kπ＋

12

5
］(k∈Z)上單調遞減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63 練習 7，8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課本 P64 習題 4.8：5，6，7 

七、板書設計： 

4.8.3 正弦函數、余弦函數

的圖像和性質 

性質：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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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9.1 函數 y=Asin(ωx+φ) 的圖像（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能動手畫圖和借助幾何畫板，通過探索、觀察參數 A、ω、

φ 對函數圖像的影響，並能概括出三角函數圖像各種變換的實質和內在規律； 

過程與方法：通過對函數 y＝sinx 到 y＝Asin(ωx+φ)的圖像變換規律的探

索過程的體驗，培養學生的觀察能力和探索問題的能力，數形結合的思想；

領會從特殊到一般，從具體到抽象的思維方法，從而達到從感性認識到理性

認識的飛躍。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對問題的自主探究，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同學交

流中，學會合作意識；在解決問題的難點時，培養解決問題抓主要矛盾的思想． 

教學重點：考察參數ω、φ、A 對函數圖像的影響； 

教學難點：對參數ω、φ、A 對函數圖像的影響規律的發現與概括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1.通過動畫顯示物理中簡諧振動中平衡位置的位移 y 隨時間 x 的變化關係圖像： 

 

 

 

 

 

 

 

 

2.圖（1）是某次實驗測得的交流電的電流 y 隨時間 x 變化的圖像，圖（2）是放

大後的圖像： 

 
問題 1：觀察它們的圖像與正弦曲線有什麼聯繫？這裡Ａ是物體振動時離開平衡

位置的最大距離，稱為振動的振幅；往復振動一次所需的時間


2
T  



 64 

稱為這個振動的週期；單位時間內往復振動的次數




2

1


T
f  

稱為振動的頻率；  x 稱為相位，t=0 時的相位 稱為初相． 

在物理和工程技術的許多問題中,經常會遇到形如 )sin(   tAs )0,0(  A

的函數,今天我們來探究函數 )sin(   tAs 的圖像與函數 xy sin 的圖像關係. 

二、新知探究： 

1.畫出函數 y＝sin(x＋
3


)， y＝sin(x－

4


)，在一個週期的簡圖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學生用五點法列

表畫圖)，(畫圖前先提醒同學這五點應如何取才恰當？) 

解：列表描點畫圖： 

x -
3


 

6


 

3

2
 

6

7
 

3

5
 

x+
3


 0 

2


   

2

3
 2  

sin(x+
3


) 0 1 0 –1 0 

 

x 
4


 

4

3
 

4

5
 

4

7
 

4

9
 

x－
4


 0 

2


   

2

3
 2  

sin(x–
4


) 0 1 0 –1 0 

 

 

 

 

 

 

問題 2：函數 y＝sin(x＋
3


)， y＝sin(x－

4


)的圖像與函數 xy sin 的圖像有什麼

關係？學生觀察後回答： 

①.把 xy sin 的圖像上的所有的點__ ___ 個_____單位長度，得到

sin( )
3

y x


  的圖像。 

②.把 xy sin 的圖像上的所有的點__ 個_____單位長度，得到 y＝sin(x－
4


)

的圖像 

師生總結上述變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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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siny x 的圖像上的所有的點   （ 0  ）或   ( 0 )  平行移動-----個單位長

度，得到 sin( )y x   的圖像。 

2.畫出函數 y=2sinx，y=
2

1
sinx 在一個週期上的圖像（簡圖）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學生五點法列表

畫圖) 

解：畫簡圖，我們用“五點法” 

∵這兩個函數都是週期函數，且週期為 2π 

∴我們先畫它們在［0，2π］上的簡圖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列表： 

 

 

 

 

 

 

作圖： 

 

 

 

 

 

 

 

問題 3：函數 xy sin
2

1
 ， xy sin2 的圖像與函數 xy sin 的圖像有什麼關係？ 

學生回答，老師點評，通過課件顯示平移過程，總結： 

(1)y＝2sinx，x∈R 的值域是________, 

圖像可看作把 y＝sinx，x∈R 上所有點的___座標伸長到原來的___倍而得(___

座標不變)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y＝
2

1
sinx，x∈R 的值域是______ 

圖像可看作把 y＝sinx，x∈R 上所有點的___座標____短到原來的___倍而得

(____座標不變)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師生總結上述變換過程：  

1．y=Asinx，xR(A>0 且 A1)的圖像可以看作把正數曲線上的所有點的____坐標

______(A>1)或_______(0<A<1)到原來的____倍得到的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它的值域______, 最大值是__, 最小值是____. 

3. 畫出函數 y=sin2x，y=sin
2

1
x，在一個週期上的圖像（簡圖）。 (學生五點法列

表畫圖) 

x  0 
2


  

2

3
 2 

   sinx     0    1    0    -1    0 

  2sinx     0    2    0    -2 0 

  
2

1
sinx  0 

2

1
 0 -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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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我們先畫在［0，π］上的簡圖,在[0, ]上作圖,列表： 

 

2x 0 
2


  

2

3
 2 

x 0 
4


 

2


 

4

3
  

y=sin2x 0 1 0 -1 0 

我們畫［0，4π］上的簡圖，列表： 

2

x
 0 

2


  

2

3
 2 

x 0  2 3 4 

sin
2

x
 0 1 0 -1 0 

 

 

問題 4：函數 y=sin2x，y=sin
2

1
x 的圖像與函數 xy sin 的圖像有什麼關係？ 

學生回答，老師點評，通過課件顯示平移過程，總結： 

(1)函數 y＝sin2x，x∈R 的圖像，可看作把 y＝sinx，x∈R 上所有點的___坐標

縮短到原來的_____倍(___坐標不變)而得到的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函數 y＝sin x
2

1
，x∈R 的圖像，可看作把 y＝sinx，x∈R 上所有點的___坐標

___到原來的_____倍(____坐標不變)而得到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師生總結上述變換過程：  

1．函數 y=sinωx, xR (ω>0 且ω1)的圖像，可看作把正弦曲線上所有點的

橫坐標縮短(ω>1)或伸長(0<ω<1)到原來的


1
倍（縱坐標不變） 

2．若ω<0 則可用誘導公式將符號“提出”再作圖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三、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四、佈置作業 

課本 P73 練習：1（1）、（3）、（4） 

五、板書設計 

4.9.1 函數 y=Asin(ωx+φ) 的圖像 

規律： 

畫圖： 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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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9.2 函數 y=Asin(ωx+φ) 的圖像（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能動手畫圖和借助幾何畫板，通過探索、觀察參數 A、ω、

φ 對函數圖像的影響，並能概括出三角函數圖像各種變換的實質和內在規

律；會用圖像變換畫出函數 y=Asin(ωx+φ)的圖像。 

過程與方法：通過對函數 y＝sinx 到 y＝Asin(ωx+φ)的圖像變換規律的探

索過程的體驗，培養學生的觀察能力和探索問題的能力，數形結合的思想；

領會從特殊到一般，從具體到抽象的思維方法，從而達到從感性認識到理性

認識的飛躍。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對問題的自主探究，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同學交

流中，學會合作意識；在解決問題的難點時，培養解決問題抓主要矛盾的思想． 

教學重點：考察參數ω、φ、A 對函數圖像的影響，理解由 y=sinx 的圖像到

y=Asin(ωx+φ)的圖像變化過程。 

教學難點：對 y=Asin(ωx+φ)的圖像的影響規律的發現與概括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問題引入： 

問題 1：函數 y＝3sin(2x＋
3


)的五點如何確定? 

二、新知識探究： 

1.畫出函數 y＝3sin(2x＋
3


)，x∈R 的簡圖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學生五點法列表畫圖) 

解：(五點法)由 T＝
2

2
，得 T＝π  列表： 

x –
6


 

12


 

3


 

12

7
 

6

5
 

2x+
3


 0 

2


 π 

2

3
 2π 

3sin(2x+
3


 0 3 0 –3 0 

描點畫圖： 

 

 

問題 2：由正弦函數與 y=sinx 圖像如何變換得到函數 的圖像？ 

學生猜想：（1） sin sin( ) sin(2 )
3 3

y x y x y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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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2） sin sin2 sin(2 )
3

y x y x y x


      。 

我 們 今 天 先 來 按 照 第 一 種 方 法 由 函 數 siny x 的 圖 像 如 何 變 換 到

的圖像？ 

 
學生完成後，結合自己畫的函數圖像，說明變換方法。 

 

1.把 的圖像上的所有的點__左___平移 __ _個單位長度，得到

sin( )
3

y x


  的圖像。 

2.再把 sin( )
3

y x


  的圖像上各點的_橫__座標_縮短__ 到原來的

_ _倍（縱坐標不變），得到 sin(2 )
3

y x


  的圖像。 

3.再把 sin(2 )
3

y x


  的圖像上各點的_縱_座標_穬大__（A>1）到原來的_3_

倍（橫座標不變），得到 的圖像。 

師生總結上述變換過程：  

①. 把 siny x 的圖像上的所有的點 向左 （ 0  ）或 向右 ( 0)  平行

移動 個單位長度，得到 sin( )y x   的圖像。 

② .再把 sin( )y x   的圖像上各點的_橫_座標__縮短_ ( 1)  或_伸長

_ (0 1)  到原來的_ _倍（_縱_座標不變），得到 sin( )y x   的圖像。   

3.再把 sin( )y x   的圖像上各點的_縱_座標_伸長__（A>1）或__縮短__

到原來的 A 倍（橫座標不變），得到 圖像。 

圖像變換規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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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 0, 0)y A x A      的圖像可由 siny x 的圖像經過如下變換得

到： 

方法一： 
1

0) 0)

| |
sin sin( )

sin( ) sin x )

y x y x

y x y A

  




   

     

    

横坐标变为原来的 倍
向左（ 或向右（

平移 个单位 纵坐标不变

纵坐标变为原来的A倍

横坐标不变
（

 

三、鞏固練習： 

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函數 y＝3sin(2x＋

3


)的圖像，可由 y＝sinx 的圖像經過下述哪種變換而得到 

(  )  

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向右平移

3


個單位，橫坐標縮小到原來的

2

1
倍，縱坐標擴大到原來的 3 倍 

B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向左平移

3


個單位，橫坐標縮小到原來的

2

1
倍，縱坐標擴大到原來的 3 倍 

C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向右平移

6


個單位，橫坐標擴大到原來的 2 倍，縱坐標縮小到原來的

3

1
倍 

D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向左平移

6


個單位，橫坐標縮小到原來的

2

1
倍，縱坐標縮小到原來的

3

1
倍 

2.若函數 y＝f(x)的圖像上每一點的縱坐標保持不變，橫坐標伸長到原來的 2

倍，然後再將整個圖像沿 x 軸向左平移
2


個單位，沿 y 軸向下平移 1 個單位，得

到函數 y＝
2

1
sinx 的圖像，則有 y＝f(x)是(     ) 

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y＝

2

1
sin(2x＋

2


)＋1            B 奎屯

王新敞
新疆y＝

2

1
sin(2x－

2


)＋1 

C 奎屯
王新敞
新疆y＝

2

1
sin(2x－

4


)＋1            D 奎屯

王新敞
新疆y＝

2

1
sin(

2

1
x＋

4


)＋1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課外作業： 

課本 P75 習題 4.9：1，2，3 

六、板書設計： 

4.9.2 函數 y=Asin(ωx+φ) 的圖

像 

變換規律： 

 

畫圖： 畫圖：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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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o  M  

T  

P  

A  

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10.1 正切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理解並掌握作正切函數和餘切函數圖像的方法． 2．理解並

掌握用正切函數和餘切函數的圖像解最簡三角不等式的方法； 

過程與方法：瞭解利用正切和畫出正切函數圖像的方法； 

情感、態度、價值觀：滲透數形結合思想，提高學生的數學修養。 

教學重點：勇單位圓中的正切線作正切函數的圖像． 

教學難點：作餘切函數的圖像．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前面我們研究了正、余弦函數的圖像和性質，但常見的三角函數還有正切函

數，今天我們來探討一下正切函數的圖像，以及它具有哪些性質。 

二、新知探究： 

1.正切線： 

首先學習正切線，過點 (1,0)A 作單位圓的切線，它與角 的終邊或其反向

延長線交與點T .當角 的終邊不在坐標軸上時，有向線段

,OM x MP y  ，於是有 

tan
y MP AT

AT
x OM OA

      

 

我們就分別稱有向線段 AT 為正切線。 

 

2.畫出下列各角的正切線：  

 
正切線是 AT． 

現在我們來作正切函數和餘切函數的圖像． 

問題 1：正切函數 tany x 的定義域是什麼？           

答：








 zkkxx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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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2

2


 o

6



4



6




4




問題 2：正切函數是不是週期函數？ 

    t a n t a n , ,
2

x x x R x k k z


 
 

      
 

且 ， 









 zkkxRxxy ,

2
,tan


且 的週期為 T （最小正週期） 

3．因此我們可選擇 









2
,

2


的區間作出它的圖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根據 正切函數的週期性，把上述圖像向左、右擴展，得到正切函數

Rxxy  t an ，且  zkkx  


2
的圖像，稱“正切曲線” 

 
問題 2：根據上面的圖形我們能否得出正切函數的性質： （請同學回答）   

1．定義域：___________， 

2．值域：___________， 

3．觀察：當 x 從小於  zkk 
2


 ，

2


 kx 時， ____tan x  

        當 x 從大於  zkk  


2
， 


kx 

2
時， ____tan x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4．週期性：___________， 

5．奇偶性：___________，___________，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6．單調性：在開區間___________，內，函數單調遞___________，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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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知應用： 

例 1 比較 









4

13
tan


與 










5

17
tan


的大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 tan
4

13
tan 













4


，

5

2
tan

5

17
tan











 ， 

又： 









2
,0tan,

5

2

4
0


在xy 內單調遞增， 


















 



5

17
tan

4

13
tan,

5

2
tan

4
tan,

5

2
tan

4
tan 即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例 2 求函數 y＝tan2x 的定義域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由 2x≠kπ＋
2


，(k∈Z) 

得 x≠
2

k
＋

4


，(k∈Z) 

∴y＝tan2x 的定義域為：｛x｜x∈R 且 x≠
2

k
＋

4


，k∈Z｝ 

例 3 討論函數 









4
tan


xy 的性質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略解：定義域：








 zkkxRxx ,
4

|


且  

值域：R           奇偶性：非奇非偶函數 

單調性：在 









4
,

4

3 



 kk 上是增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圖像：可看作是 xy tan 的圖像向左平移
4


單位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例 4 用圖像解不等式 3tan x  

解：利用圖像知，所求解為 zkkk 









2
,

3





  

四、課堂練習： 

1.不通過求值，比較 tan135°與 tan138°的大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課本 P79 練習 2，3，4，5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有什麼收穫？ 

六、課後作業： 

2.課本 P79 練習 6 

七、板書設計： 

4.10 正切函數的圖象和

性質 

性質： 

例 1，2 

練習： 

例 3，4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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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11.1 已知三角函數值求角（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要求學生初步（瞭解）理解反正弦、反余弦函數的意義，

會由已知角的正弦 

值、余弦值求出  2,0 範圍內的角，並能用反正弦，反余弦的符號表示角或角的

集合；2．掌握已知三角函數值求角的解題步驟； 

過程與方法：會由已知角的正弦值、余弦值求出[0，2π]範圍內的角，並能

用反正弦、反余弦的符號表示角的集合；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反正弦、反余弦符號的引入，讓學生進一步感受

符號科學的魅力。 

教學重點：已知三角函數值求角 

教學難點：用符號 xx arccos,arcsin 表示所求的角或角的集合 

教學方法：啟發引導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已知 .   ],
2

,
2

[  ,
2

1
sin xxx 求


  

問題 2：如果已知  .  ],,0[  ,
3

1
sin xxx 求 因為 不是特殊值，我們不用計算機可

以求出 x 嗎？; 

我們今天就來學習新知識反正弦 

二、新知探究： 

問題 3：大家還記得反函數的概念嗎？要具有反函數的條件什麼？ 

問題 4：那麼由 Rxxy  ,sin ，它有反函數嗎？ 

 

 

 

 

 

 

問題 4：那麼在










2
,

2

 上， ,sin xy   x 與 y 是否具有一一對應的的關係，它有

反函數嗎？ 

老師總結：在










2
,

2

 上， xy sin 的反函數稱作反正弦函數， 

記作  11arcsin  xxy ， 

3
 

2
 

2
 


 

2



 

2




 


 x 

y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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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1.   xyxx arcsin,arcsinarcsin   是奇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2. 

同理，由 .,cos Rxxy   

 

 

 

 

 

 

在  ,0 上， xy cos 的反函數稱作反余弦函數， 

記作  11arccos  xxy  

性質：   ,arccosarccos xx   

三、新知應用：  

例 1 (1)已知 









2
,

22

2
sin


xx 且 ，求 x 

解：在 









2
,

2


上正弦函數是單調遞增的，且符合條件的角只有一個 

          ∴
4


x （即

42

2
arcsin


x ） 

(2)已知  2,0,
2

2
sin  xx 且  

解： 0
2

2
sin x ， x 是第一或第二象限角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4

3

44
,

2

2

4
s i n

4
s i n





 








 xx 或  

          即（
4

3

2

2
arcsin

42

2
arcsin





 xx 或 ）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3)已知 Rxx  且,
2

2
sin  

解：  ,0
2

2
sin x x 是第三或第四象限角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zkkkx 









4
12

4
2,

2

2

4
sin

4
sin










   zkkkx 









4
22

4
22,

2

2

4
sin

4
sin








  

（即  zkkxkx 
4

2
4

2





 或  或  

3
 

2
 

2
 


 

2


 

2


  


 

x 

y 

0 

];1,1[,)sin(arcsin  xxx

];1,1[,)cos(arccos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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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arcsin1

k
kx  ） 

例 2 (1)已知  ,07660.0cos  xx 且 ，求 x  

解：在  ,0 上余弦函數 xy cos 是單調遞減的，且符合條件的角只有一個 

       7660.0arccos
9

2
 xx 即


 

(2)已知 7660.0cos x ，且  2,0x ，求 x 的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 07660.0cos x ，x 是第二或第三象限角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7660.0
9

2
cos

9

2
cos 























  

9

11

9

2

9

7

9

2 



  xx 或  

(3)已知 Rxx  且,7660.0cos ，求 x 的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由上題：  zkkxkx 
9

11
2

9

7
2





 或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5：學了例題後我們已知三角函數值求角的解題步驟有那些了嗎？ 

學生討論研究後答：  

1． 確定角 x 所在的象限；（可能不止一個） 

2． 若函數值為正數，則先求出對應的銳角；若函數值為負數，則先求出與其絕

對值對應的銳角； 

3． 若函數值為負數，則根據角 x 可能是第幾象限角，得出（0，2π）內對應的

角——若它是第二象限角，那麼可表示成π-x；若它是第三象限角，那麼可

表示成π+x；若它是第四象限角，那麼可表示成 2π-x 

四、鞏固練習： 

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若α是三角形的一個內角，且 sinα＝

2

1
，則α等於________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若 sin2x＝－

2

3
，且 0＜x＜2π，則 x=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3 奎屯
王新敞
新疆若 sin2x＝

2

3
，則 x＝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已知 sinx＋cosx＝

2

6
，x∈（0，

4


），求 x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五、課後作業： 

課本 P84 練習 2（1）--(5),3(1)、(3) 

六、板書設計： 

4.11.1 已知三角函數值求角 

概念： 

例 1，2 

練習： 

例 3，4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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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11.2 已知三角函數值求角（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要求學生初步瞭解反正切弦函數的意義；掌握已知三角函數值

求角的解題步驟； 

過程與方法：會由已知角的正切值求出[0，2π]範圍內的角，並能用反正切

的符號表示角或角的集合； 

情感、態度、價值觀：讓學生進一步感受符號科學的魅力，給學生滲透矛盾

的雙方在一定的條件可以互相轉換的哲學思想。 

教學重點：已知三角函數值求角 

教學難點：誘導公式與利用三角函數值求角的綜合運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昨天我們學習了反正余弦函數，大家還記得它的定義和性質嗎？ 

問題 2：已知三角函數值求角的解題步驟是什麼？ 

二、新知探究： 

反正切函數 

Rxkxxy  ,
2

,tan


  

  1在整個定義域上無反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在 









2
,

2


上 xy tan 的反函數稱作反正切函數， 

    記作  Rxxy  arctan （奇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三、新知應用： 

例 1 （1）已知 









2
,

23

1
tan


xx 且 ，求 x（精確到 1.0 ）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在區間 









2
,

2


上 xy tan 是增函數，符合條件的角是唯一的 

    






 


10
'26180x  

（2）已知
3

1
tan x 且  2,0x ，求 x 的取值集合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
1010

,
10

tan
10

tan





 







 xx 或  

x 
0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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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求的 x 的集合是








10

11
,

10


（即

3

1
arctan

3

1
arctan  xx 和 ） 

（3）已知 Rxx  且
3

1
tan ，求 x 的取值集合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由上題可知：
10


  kx ，  zkkx 

10

11
  

合併為  zkkx 
10


  

  例 2 已知
2

3
sin  ，根據所給範圍求 ： 

    1 為銳角   2 為某三角形內角    3 為第二象限角    4 R  

     解：1由題設
3


   

      2設
3

1


  ，或

3

2

3
2


   

      3  zkk 
3

2
2


  

      4由題設      zkkk
kk


3

1
2

3
arcsin1


  

   例 3 求適合下列關係的 x 的集合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1  Rxx  2cos2    2 01tan3 2 x     3
2

1
)

32
cos( 




x
 

     解：1 zkkkxx  ,
4

2
2

2
arccos2,

2

2
cos


  

            所求集合為








 zkkxx ,
4

2|


  

     2  ,
6

,
3

3
tan


kxx 所求集合為









 zkkxx ,
6

|


  

     3解：∵
2

1
)

32
cos( 




x
     ∴ )(

3

2
2

32
Zkk

x






  

 由
3

2
2

32





 k

x
  得  )(

3

2
4 Zkkx 


  

  由
3

2
2

32





 k

x
  得  )(24 Zkkx   

  故角 x 的集合為 },24
3

2
4|{ Zkkxkxx 


 或  

  

四、鞏固練習： 

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若 cosx＝0，則角 x 等於(    )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若 tanx＝0，則角 x 等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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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已知 cosx＝－

2

3
，π＜x＜2π，則 x 等於(    ) 

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若 tan（3π－x）＝－

2

3
，則 x=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5 奎屯
王新敞
新疆滿足 tanx＝

2

2
的 x 的集合為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五、課堂小結：反正切函數的有關概念，並能運用知識已知三角函數值求角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六、課後作業： 

課本 P85 練習 3（2）、（4） 

七、板書設計： 

 

4.11.2 已知三角函數值求角 

定義：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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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三角函數複習（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任意角的三角函數、任意角的概念、弧度制、任意角的三角

函數的概念、同角三角函數間的關係、誘導公式；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兩角和與差的三角函數、

二倍角的三角函數； 3 奎屯
王新敞
新疆三角函數的圖像和性質、已知三角函數值求角； 

過程與方法：在對三角函數的複習中，滲透“變換”思想、“化歸”思想；

培養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勇於探索、敢於創新的精神，初步具備應用

數學知識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意識，從探索中獲得成功的體驗。 

教學重點：三角函數的知識網路結構及各部分知識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熟練掌握各部分知識，並能靈活應用其解決相關問題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複習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引入新課： 

課前我們已經請大家把這一章的公式和概念自己歸納整理了，這一節課我們

一起來複習三角函數的有關知識和解題技巧，首先大家先回顧一下我們整章的知

識結構。 

1.知識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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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知應用： 

例 1 在△ABC 中，已知 cosA =
13

5
，sinB =

5

3
，則 cosC 的值為__________. 

解：∵C =   (A + B)     ∴cosC =  cos(A + B)  

又∵A(0, )    ∴sinA = 
13

12
  而 sinB =

5

3
  顯然 sinA > sinB  

∴A > B   即 B 必為銳角    ∴ cosB = 
5

4
    

∴cosC =  cos(A + B) = sinAsinB  cosAcosB =
65

16

5

4

13

5

5

3

13

12
  

例 2 化簡： 8cos228sin12   

解：原式 )14cos2(224cos4sin212 2   

  4c o s2)4c o s4( s i n2 22  = 2|sin4 + cos4| +2|cos4|  

∵ )
2

3
,(4


       ∴sin4 + cos4 < 0    cos4 < 0 

∴原式= 2(sin4 + cos4) 2cos4 = 2sin4  4cos4 

例 3 已知 ),
2

(,
6

1
)

4
sin()

4
sin( 








，求 sin4的值 

解：∵
6

1
)

4
sin()

4
sin( 





    ∴

3

1
)

4
cos()

4
sin(2 





 

∴
3

1
)]

4
(2sin[ 


           ∴cos2 =
3

1
 

又∵ ),
2

( 


         ∴2 (, 2) 

∴sin2 = 
3

22
)

3

1
(12cos1 22   

∴sin4 = 2sin2cos2 = 
9

24

3

1
)

3

22
(2   

例 4 化簡 cos(
3

13 k
π＋α)＋cos(

3

13 k
π－α)，其中 k∈Z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法一： 

原式＝cos［kπ＋(
3


＋α)］＋cos［kπ－(

3


＋α)］ 

＝coskπcos(
3


＋α)－sinkπsin(

3


＋α)＋coskπcos(

3


＋α) 

＋sinkπsin(
3


＋α)＝2coskπcos(

3


＋α)，(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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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k 為偶數時，原式＝2cos(
3


＋α)＝cosα－ 3 sinα 

當 k 為奇數時，原式＝－2cos(
3


＋α)＝ 3 sinα－cosα 

總之，原式＝(－1)k(cosα－ 3 sinα)，k∈Z 

三、鞏固練習： 

課本 P97 複習參考四 1，2，3，5，6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課後作業： 

課本 P97 複習參考四 4，7，8，10 

六、板書設計： 

三角函數複習（1） 

結構圖： 

例 1，2 

練習： 

例 3,4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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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三角函數複習（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任意角的三角函數、任意角的概念、弧度制、任意角的三角

函數的概念、同角三角函數間的關係、誘導公式；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兩角和與差的三角函數、

二倍角的三角函數； 3 奎屯
王新敞
新疆三角函數的圖像和性質、已知三角函數值求角； 

過程與方法：在對三角函數的複習中，通過講解強化訓練題目，加深對三角

函數知識的理解，提高對三角函數知識的應用能力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勇於探索、敢於創新的精神，初步具備應用

數學知識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意識，從探索中獲得成功的體驗。 

教學重點：熟練掌握各部分知識，並能靈活應用其解決相關問題 

教學難點：熟練掌握各部分知識，並能靈活應用其解決相關問題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複習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引入新課： 

例1 求函數y=3tan( x
6


+

3


)的定義域、最小正週期、單調區間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 x
6


+

3


k+

2


得x6k+1  (kZ)  定義域為{x|x6k+1, kZ } 

由T=



得T=6 即函數的最小正週期為6 

由k+
2


< x

6


+

3


< k+

2


  (kZ)得：6k5<x<6k+1   (k+1) 

單調區間為：(6k1,6k+1)  (kZ) 

 

例2 求函數f (x)=
xx cottan

1


的最小正週期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f (x)=
)sin(cos2

cossin2

cossin

cossin

1

sin

cos

cos

sin

1
2222 xx

xx

xx

xx

x

x

x

x 







 

x
x

x
2tan

2

1

2cos2

2sin



     

∴最小正週期T=
2


 

例 3 已知函數 y＝Asin(ωx＋ )，x∈R，(其中 A＞0，ω＞0)的圖像在 y 軸右

側的第一個最高點(函數取最大值的點)為 M(2，2 2 )，與 x 軸在原點右側的第一

個交點為 N(6，0)，求這個函數的解析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將兩個點 M(2，2 2 )，Ｎ(6，0)的座標分別代入 y＝2 2 sin(ωx＋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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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簡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0)6sin(

1)2sin(




得   

∴在長度為一個週期且包含原點的閉區間上，有

















6

2
2

 

∴所求的函數解析式是 y＝2 2 sin(
8


x＋

4


)，x∈R 

三、鞏固練習： 

課本 P97 複習參考四 9,11,13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課後作業： 

課本 P97 複習參考四 14,15,16,19 

六、板書設計： 

三角函數複習（2） 

結構圖：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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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5.1 向量的概念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理解向量的概念，掌握向量的幾何表示； 

2.瞭解零向量、單位向量、平行向量、相等向量等概念，並會

辨認圖形中的相等向量或出與某一已知向量相等的向量； 

3.瞭解平行向量的概念； 

過程與方法：學生經歷向量學習的過程，能體會出向量來自於客觀現實，並

知道向量在物理中的重大意義；能夠領會出數學中的向量表示是把物理中的向量

表示遷移過來的，從而感受到類比的思想和借用的觀念是科學探究中常用的手

段。  

 2.學生經歷零向量和單位向量的學習過程，清楚了一個新的量應該有它的

度量法則，並學會了度量向量長度的方法。； 

情感、態度、價值觀：學生體會出了數學的客觀性、自然性和科學性，感受

到了數學的價值，從而對數學更加感興趣，並認為學好了數學就能為社會創造更

多的財富。 

教學重點：向量概念、相等向量概念、向量幾何表示 

教學難點：向量概念的理解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在物理中，怎樣區分作用於同一點的兩個力？ 

問題 2：物體受到的重力、物體在液體中 受到的浮力的方向分別如何？

受力的大小分別與哪些因素有關？ 

問題 3：力既有大小，又有方向，在物理學中稱這種既有大小，又有方

向的量為向量，你還能指出哪些物理量是向量嗎？ 

二、新知探索： 

1.向量的概念：數學中，把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叫做向量。 

問題 4：數量與向量有何區別？ 

問題 5：年齡、身高、長度、面積、體積、溫度、時間、路程、質量等是向量嗎？ 

2.向量的表示方法： 

有向線段----具有方向的線段就叫做有向線段. 

 有向線段包含三個要素：起點、方向、長度. 

通常有向線段的終點要畫箭頭表示它的方向，以 A 為起點，以 B 為終點的有向

線段記為 AB ，需要學生注意的是： AB 的字母是有順序的，起點在前終點在後，

所以我們說有向線段有三個要素：起點、方向、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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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的表示方法： 

幾何表示：有向線段，即 AB  

（1）線段的長度代表向量的大小，用| AB |

的模； 

①向量用有向向量表示； 

符號表示：  

（1）印刷體：黑體的小寫字母ａ、ｂ等表示；  

（2）手寫體：帶箭頭的小寫字母；  

（3）也可用有向線段的表示符號 AB  

向量與有向線段的區別： 

（1）向量只有大小和方向兩個要素，與起點無關，只要大小和方向相同，這兩

個向量就是相同的向量； 

（2）有向線段有起點、大小和方向三個要素，起點不同，儘管大小和方向相同，

也是不同的有向線段. 

3.零向量、單位向量概念： 

①長度為 0 的向量叫零向量，記作 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0 的方向是任意的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注意 0 與 0 的區別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②長度為 1 個單位長度的向量，叫單位向量. 

說明：零向量、單位向量的定義都是只限制大小，不確定方向. 

4.平行向量定義： 

①方向相同或相反的非零向量叫平行向量； 

②我們規定 0 與任一向量平行. 

說明：（1）綜合①、②才是平行向量的完整定義； 

（2）向量ａ、ｂ、ｃ平行，記作ａ∥ｂ∥ｃ. 

問題 6：我們知道兩個向量不能比較大小，只有模等與不等，方向同與不同的區

別,你認為如何規定兩個向量相等？ 

5.相等向量定義： 

長度相等且方向相同的向量叫相等向量. 

說明：（1）向量ａ與ｂ相等，記作ａ＝ｂ； 

（2）零向量與零向量相等； 

（3）任意兩個相等的非零向量，都可用同一條有向線段來表示，並且與有
‧‧

向線段的起點無關
‧‧‧‧‧‧‧‧

. 

6.共線向量與平行向量關係： 

平行向量就是共線向量，這是因為任一組平行向量都可移到同一直線上. 

說明：（1）平行向量可以在同一直線上，要區別於兩平行線的位置關係； 

（2）共線向量可以相互平行，要區別於在同一直線上的線段的位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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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知辨析： 

1 判斷下列命題是否正確，若不正確，請簡述理由. 同學說明理由） 

①向量 AB 與CD 是共線向量，則 A、B、C、D  

 

 

④四邊形 ABCD 是平行四邊形的充要條件是 AB ＝ DC   

⑤模為 0  

⑥共線的向量，若起點不同，則終點一定不同. 

解：①不正確.共線向量即平行向量，只要求方向相同或相反即可，並不要求兩

個向量 AB 、 AC 在同一直線上. 

②不正確.單位向量模均相等且為 1，但方向並不確定. 

③不正確.零向量的相反向量仍是零向量，但零向量與零向量是相等的. 

④、⑤正確.⑥不正確.如圖 AC 與 BC 共線，雖 起 點

不同，但其終點卻相同. 

2 下列命題正確的是（ c    

A.ａ與ｂ共線，ｂ與ｃ共線，則ａ與 c  

B.任意兩個相等的非零向量的始點與終點是一平行  

C.向量ａ與ｂ不共線，則ａ與ｂ  

D.有相同起點的兩個非零向量不平行 

 

四、新知應用： 

例 1 如圖，設 O 是正六邊形 ABCDEF 的中心，分別寫出圖中與向量OA、OB、OC

相等的向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五、鞏固練習： 

1．平行向量是否一定方向相同？（不一定） 

2．不相等的向量是否一定不平行？（不一定） 

3．與零向量相等的向量必定是什麼向量？（零向量） 

4．與任意向量都平行的向量是什麼向量？（零向量） 

5．若兩個向量在同一直線上，則這兩個向量一定是什麼向量？（平行向量） 

6．兩個非零向量相等的充要條件是什麼？（長度相等且方向相同） 

7．共線向量一定在同一直線上嗎？（不一定） 

六、課堂小結 ：向量及向量的有關概念、表示方法，還知道有兩個特殊向量，

最後學了向量間的兩種關係，即平行向量（共線向量）和相等向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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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課後作業： 

課本 P106 習題 5.1：1，2，3 

八、板書設計： 

5.1 向量 

概念： 

例 1： 

練習：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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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5.2.1 向量的加法與減法（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⑴掌握向量加法的定義；⑵會用向量加法的三角形法則和向量

的平行四邊形法則作兩個向量的和向量；⑶掌握向量加法的交換律和結合律，並

會用它們進行向量計算； 

過程與方法：（1）理解和體驗實際問題抽象為數學概念的過程和思想，增強

數學的應用意識。（2）培養類比、遷移、分類、歸納等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進行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教育，數學審美教育，提高學

生學習數學的積極性。 

教學重點：用向量加法的三角形法則和平行四邊形法則，作兩個向量的和向量. 

教學難點：向量的加法和減法的定義的理解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向量的概念是什麼？向量和有向線段的區別是什麼？ 

2.填空： 

（1）某人從 A 到 B，再從 B 按原方向到 C， 則兩次的位移和： ACBCAB   

（2）若上題改為從 A 到 B，再從 B 按反方向到 C， 則兩次的位移和：

ACBCAB   

（3）某車從 A 到 B，再從 B 改變方向到 C， 則兩次的位移和： ACBCAB   

（4）船速為 AB ，水速為 BC ，則兩速度和： ACBCAB   

 

 

 

問題 2：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什麼結論？ 

二、新知探究： 

像上面這樣求兩個向量的和的運算叫做向量的加法 

1、向量的加法：求兩個向量和的運算，叫做向量的加法. 

向量加法的三角形法則（“首尾相接，首尾連”） 

如圖，已知向量 a 、b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在平面內任取一點 A，作 aAB  ， bBC  ，則向量 AC 叫

A      B          C 

C  A          B 

A         B 

C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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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A 

(1) B 

a 

a 

a 

b b 
b 

做 a 與b 的和，記作 ba  ，即  ACBCABba   

特殊情況：

a

b
a

b

a+b

b
a

a+b

(1)
平行四边形法则三角形法则

C

BD

C

B

A
A

 

aa

b b

ba  ba 

A AB BC C
)2( )3(

 
對於零向量與任一向量 a ，有  aaa  00  

如右圖，使前一個向量的終點為後一個向量的起點，可以推廣到 n

個向量連加 

問題 3：兩相向量的和仍是一個向量嗎？ 

三、新知應用： 

例 1 已知向量 a 、b ，求作向量 a +b  

   作 法 ： 在平 面內取 一 點 ，作 aOA   bAB  ， 則

baOB  . 

四、新知探究： 

加法的交換律和平行四邊形法則 

問題 4：上題中b + a 的結果與 a +b 是否相同？     

學生思考後作出平行四邊形，驗證成立 

從而得到：１）向量加法的平行四邊形法則（對於兩個向量

共線不適應） 

      ２）向量加法的交換律： a +b =b + a  

問題 5：你能證明：向量加法的結合律：( a +b ) + c = a + (b + c )  

嗎？ 

問題 6：由以上證明你能得到什麼結論？   

多個向量的加法運算可以按照任意的次序、任意的組合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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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7：
____________

__________)()(





dcba

dcba
 

五、新知應用： 

例 1 如圖，一艘船從 A 點出發以 hkm/32 的速度向垂直於對岸的方向行駛，

同時河水的流速為 hkm/2 ，求船的實際航行的速度的大小與方向(用與流速間的

夾角表示). 

解：設 AD 表示船垂直於對岸行駛的速度， AB 表示水流的速

度，以 AD,AB 為鄰邊作平行四邊形 ABCD，則 AC 就是船的實際

航行的速度. 

在 ABCRt 中， 2|| AB ， 32|BC|   

所以 4|BC||AB||AC| 22   

因為
2 3

tan CAB 3 CAB 60
2

       

答：船的實際航行的速度的大小為 h/km4 ，方向與水流速間的夾角為 60  

六、鞏固練習： 

1、一艘船從 A 點出發以 hkm/32 的速度向垂直於對岸的方向行駛，船的實

際航行的速度的大小為 hkm/4 ，求水流的速度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課本 P109 練習 1，2，3，4 

七、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課後作業： 

1、一艘船距對岸 4 3km ，以 hkm/32 的速度向垂直於對岸的方向行駛，到

達對岸時，船的實際航程為 8km，求河水的流速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一艘船從 A 點出發以 1v 的速度向垂直於對岸的方向行駛，同時河水的流

速為 2v ，船的實際航行的速度的大小為 hkm/4 ，方向與水流間的夾角是 60，求

1v 和 2v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3、一艘船以 5km/h 的速度在行駛，同時河水的流速為 2km/h，則船的實際航

行速度大小最大是 km/h，最小是 km/h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九、板書設計： 

5.2.1 向量的加法與減法 

公式：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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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5.2.2 向量的加法與減法（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⑴瞭解相反向量的概念；⑵掌握向量的減法，會作兩個向量的

減向量； 

過程與方法：理解減法定義時要結合圖形語言，並通過相反向量來揭示加法

和減法的內在聯繫，通過本節課的學習，對學生滲透化歸思想和數形結合思想，

繼續培養學生識圖、作圖的能力及運用圖形運算的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用聯繫的觀點看問題，繼續培養對數學美的

感受。 

教學重點：向量減法的概念和向量減法的作圖. 

教學難點：對向量減法定義的理解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上一節課我們學習了向量加法的法則：三角形法則與平行四邊形法則，向量

加法的運算定律，請同學們完成下面這道題：在四邊形中，  ADBACB    .       

這節課我們來學習向量的減法。 

二、新知探究： 

“相反向量”的定義：與 a 長度相同、方向相反的向量.記作 a 

（1） 規定：零向量的相反向量仍是零向量.(a) = a. 

     任一向量與它的相反向量的和是零向量.a + (a) = 0 

     如果 a、b 互為相反向量，則 a = b，  b = a，  a + b = 0 

  （2） 向量減法的定義：向量 a 加上的 b 相反向量，叫做 a 與 b 的差. 

     即：a  b = a + (b)   求兩個向量差的運算叫做向量的減法. 

1.用加法的逆運算定義向量的減法：    向量的減法是向量加法的逆運算： 

   若 b + x = a，則 x 叫做 a 與 b 的差，記作 a  b 

2.求作差向量：已知向量 a、b，求作向量 a  b 

   ∵(ab) + b = a + (b) + b = a + 0 = a 

         作法：在平面內取一點 O， 

               作OA= a，  AB = b     則 BA = a  b 

         即 a  b 可以表示為從向量 b 的終點指向向量 a 的終點的向量. 

O a 

b 

B 

a 

b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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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1 AB 表示 a  b.     強調：差向量“箭頭”指向被減數 

               2用“相反向量”定義法作差向量，a  b = a + (b) 

 

 

 

 

 

 

 

問題：1.如果從向量 a 的終點指向向量 b 的終點作向量，那麼所得向量是 b  a. 

2.若 a∥b， 如何作出 a  b ？ 

 

 

 

 

 

 

三、新知應用： 

例 1 已知向量 a、b、c、d，求作向量 ab、cd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在平面上取一點 O，作OA= a, OB = b, OC = c, OD = d,  

  作 BA , DC ,   則 BA = ab,  DC = cd 

 

例 2 平行四邊形 ABCD 中， aAB  ， bAD  ，用 a ，b 表示向量 AC 、 DB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由平行四邊形法則得： 

AC = a + b, DB= ADAB   = ab 

變式一：當 a, b 滿足什麼條件時，a+b 與 ab 垂直？（|a| = |b|） 

變式二：當 a, b 滿足什麼條件時，|a+b| = |ab|？（a, b 互相垂直） 

變式三：a+b 與 ab 可能是相當向量嗎？（不可能，∵ 對角線方向不同） 

四、鞏固練習： 

1.課本 P112 練習 1，2 

O 
A 

(2) B 

a 

B’ 

b 

b 

b 

B 

a+ (b) a 

b 

ab 

A 

A 

B 

B 

B’ 

O 

ab a 

a 

b 

b 

O A O B 

ab 

ab 

B A O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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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列等式:①a+0=a  ②b+a=a+b  ③-(-a)=a  ④a+(-a)=0  ⑤a+(-b)=a-b

個數是__________ 

3.下列等式中一定能成立的是(   )  

A. AB + AC = BC     B. AB - AC = BC  

C. AB + AC =CB      D. AB - AC =CB  

4.化簡OP -QP + PS + SP 的結果等於__________ 

5. 如圖，在四邊形 ABCD 中,根據圖示填空:  

a+b=     ,b+c=      ,c-d=       ,a+b+c-d=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課本 P113 習題 5.2：2，4，5，6 

七、板書設計： 

5.2.2 向量的加法與減法 

定義：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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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5.3.1 實數與向量的積（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把握實數與向量的積的定義；把握實數與向量積的運算律，會利用

實數與向量積的運算律進行有關運算；理解兩個共線向量的充要條件，會根據條

件判定兩個向量是否共線。  

過程與方法：用引例使學生產生學習需求，引導學生探究新知，解決問題，再發

現問題，使學生在螺旋式的探究、解決、發現中體驗科學研究的方法及類比、歸

納、分類討論、形數結合的思維方式，激發學生主動獲取知識的學習意識。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具體問題的解決，體會“探究學習”在學習過程

中的作用，使學生體驗成功，增強學習數學的自信心。 

教學重點：掌握實數與向量的積的定義、運算律、理解向量共線的充要條件 

教學難點：對向量共線的充要條件的理解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1） 3+3+3 表示什麼？（2） a+a+a 表示什麼？ 

問題 2：已知非零向量 a


，則 aaa


 =？ ?)()()(  aaa


 

幾個相同的向量相加，是否能像幾個相同的數相加一樣呢？ 

二、新知探究： 

問題 3：已知非零向量 a


，作出 a


+ a


+ a


和( a


)+( a


)+( a


) 

   OC = BCABOA  = a


+ a


+ a


=3 a


 

PN = MNQMPQ  =( a


)+( a


)+( a


)=3 a


 

問題 4：相同向量相加以後，和的長度與方向有什麼變化？ 

答：（1）3 a


與 a


方向相同且|3 a


|=3| a


|；（2）3 a


與 a


方向相反且|3 a


|=3| a


| 

1．實數與向量的積：實數λ與向量 a


的積是一個向量，記作：λ a


 

（1）|λ a


|=|λ|| a


| 

（2）λ>0 時λ a


與 a


方向相同；λ<0 時λ a


與 a


方向相反；λ=0 時λ a


= 0  

問題 5：（1）根據定義，求作向量 3(2a)和(6a)  (a 為非零向量)，並進行比較。 

（2）已知向量 a,b，求作向量 2(a+b)和 2a+2b，並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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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E

C

B

 

 

 

問題 6：由上面的問題我們可以得出一個什麼的結論呢？ 

師生共同總結出： 

2．運算定律  結合律：λ(μ a


)=(λμ) a


                          ① 

第一分配律：(λ+μ) a


=λ a


+μ a


                    ② 

第二分配律：λ( a


+b


)=λ a


+λb


                ③ 

 

三、新知應用： 

師生共同完成： 

 

 

 

 

四、新知探究： 

3．向量共線的充要條件 

若有向量 a


( a

0 )、 b


，實數λ 

問題 7：如果 b=λa ,那麼，向量 a 與 b 是否共線？ 

問題 8：如果 向量 a 與 b 共線，那麼，b=λa ？ 

總結：若有向量 a


( a

0 )、 b


，實數λ，使b


=λ a


，則 a


與b


為共線向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若 a


與 b


共 線 ( a

 0 ) 且 | b


| ： | a


|=μ ， 則 當 a


與 b


同 向 時 b


=μ a


；                                                          

當 a


與b


反向時 b


=μ 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從而得 

向量共線定理  向量 b


與非零向量 a


共線的充要條件是：有且只有一個非零實數

λ，使b


=λ 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五、新知應用： 

例 2  如圖，已知 ABAD 3 , BCDE 3 ,試判斷 AEAC 3與 是否共

線。 

解：（略） 

例 3 若 3ｍ＋2ｎ＝ａ，ｍ－3ｎ＝ｂ，其中ａ，ｂ是已知向量，求ｍ，ｎ. 

分析：此題可把已知條件看作向量ｍ、ｎ的方程，通過方程組的求解獲得ｍ、

ｎ. 

解：記 3ｍ＋2ｎ＝ａ①       ｍ－３ｎ＝ｂ② 

3×②得３ｍ－９ｎ＝３ｂ③ 

①－③得 11ｎ＝ａ－３ｂ.     ∴ｎ＝
11

1
ａ－

11

3
ｂ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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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④代入②有：ｍ＝ｂ＋３ｎ＝
11

3
ａ＋

11

2
ｂ  

六、鞏固練習： 

課本 P115 練習 1，2，3，4 

七、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課外作業： 

課本 P118 習題 5.3：2，3，4 

九、板書設計： 

5.3.1 實數與向量的積 

概念： 

定理：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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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5.3.2 實數與向量的積（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瞭解平面向量基本定理；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掌握平面裡的任何一個向量都可

以用兩個不共線的向量來表示，理解這是應用向量解決實際問題的重要思想方

法； 3 奎屯
王新敞
新疆能夠在具體問題中適當地選取基底，使其他向量都能夠用基底來表達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過程與方法：同過問題設疑使學生產生學習需求，引導學生探究新知，解決

問題，再發現問題，使學生在螺旋式的探究、解決、發現中體驗科學研究的方法

及類比、歸納、形數結合的思維方式，激發學生主動獲取知識的學習意識。  

情感、態度、價值觀：通過具體問題的解決，體會“探究學習”在學習過程

中的作用，使學生體驗成功，增強學習數學的自信心。 

教學重點：平面內任一向量都可以用兩個不共線非零向量表示 

教學難點：平面向量基本定理的理解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課時安排：1 課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上一節課我們學習了實數與向量的積的定義、運算定律和向量共線定理，

現在我們請同學回憶一下。  

二、新知探究：  

問題 2:（1）給定平面內兩個向量 1e ， 2e ，請你作出向量 3 1e +2 2e ， 1e -2 2e ， 

（2）同一平面內的任一向量是否都可以用形如λ1 1e +λ2 2e 的向量表示？ 

平面向量基本定理：如果 1e ， 2e 是同一平面內的兩個不共線向量，那麼對於

這一平面內的任一向量 a


，有且只有一對實數λ1，λ2 使 a


=λ1 1e +λ2 2e . 

注意： 

(1) 我們把不共線向量ｅ１、ｅ２叫做表示這一平面內所有向量的一組基底； 

(2) 基底不惟一，關鍵是不共線； 

(3) 由定理可將任一向量 a 在給出基底ｅ１、ｅ２的條件下進行分解； 

(4) 基底給定時，分解形式惟一. λ1，λ2 是被 a


， 1e ， 2e 唯一確定的數量 

三、新知應用： 

例 1 已知向量 1e ， 2e   求作向量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5 1e +3 2e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作法：（1）取點 O，作OA=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5 1e    OB =3 2e  

   （2）作 OACB，OC 即為所求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5 1e +3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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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如圖 ABCD 的兩條對角線交於點 M，且 AB = a


， AD =b


，用 a


，b


表示

MA， MB ， MC 和 MD                                                     

解：在 ABCD 中 ， ∵ AC = AB + AD = a


+b


 ， DB= AB  AD = a

b


                                                                                                           

∴ MA=
2

1
AC =

2

1
( a


+b


)=
2

1
a



2

1
b


， 

MB =
2

1
DB=

2

1
( a

b


)=
2

1
a



2

1
b


 

MC =
2

1
AC =

2

1
a


+
2

1
b


 

MD =MB =
2

1
DB=

2

1
a


+
2

1
b


 

例 3 如圖，OA，OB 不共線， AP =t AB  (tR)用OA ,OB 表示OP  

  解：∵ AP =t AB    

∴OP =OA+ AP =OA+ t AB                                                                 

=OA+ t(OB OA )= OA+ tOB tOA=(1t) OA+ tOB                                                                  

四、鞏固練習： 

1.課本 P118 練習 1，2 

2. 1．如圖，平行四邊形 ABCD 中， AB ＝ａ， AD ＝ｂ，H、M

是 AD、DC 之中點，F 使 BF＝
3

1
BC，以ａ、ｂ為基底分解向量

AM 與 HF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1.課本 P118 習題 5.3：6，7 

七、板書設計（略） 

5.3.2 實數與向量的積 

概念： 

定理：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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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5.4.1 平面向量的座標運算（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理解平面向量的座標概念；（2）掌握平面向量的座標運算； 

過程與方法：（1）通過對座標平面內點和向量的類比，培養學生類比推理的

能力； 

（2）通過平面向量座標表示和座標運演算法則的推導培養學生歸納、猜想、

演繹的能力； 

（3）通過用代數方法處理幾何問題，提高學生用數形結合的思想方法解決

問題的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1）讓學生在探索中體驗探究的艱辛和成功的樂趣，

培養學生鍥而不捨的求索精神和合作交流的團隊精神，提高學生的數學素養； 

（2）使學生認識數學運算對於建構數學系統、刻畫數學物件的重要性，進

而理解數學的本質； 

（3）讓學生體會從特殊到一般，從一般到特殊的認識規律。 

教學重點：平面向量的座標運算 

教學難點：向量的座標表示的理解及運算的準確性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大家回憶一下向量共線定理、平面向量基本定理的內容？ 

問題 2：用一個數能否表示向量？（請學生回答） 

問題 3：用兩個數能否表示向量？（引導學生思考） 

在平面直角坐標系內，一個點和一對有序實數對之間有一一對應的關係，那麼，

向量是否也能找到與之對應的實數呢？ 

二、新知探究： 

讓我們先來探討這樣一個問題： 

問題 4：如圖， ,i j 為互相垂直的單位向量，請用 ,i j 表示圖中的向量 , , , .a b c d  

 

 

 

 

 

 

 

 

y

x－
1 

  
－4 

 O 

－
2 

2

2

2

2 

－
3 

 
3 

1 

2 

3 

4 

b a

c d
－
1 

1 2 3 4 5 －
3 

 

－
4 

 
4 

－
5 

 
5 

i
j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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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生動手完成並回答： 

根據向量加法的幾何意義，我們只要把 a 分解在 ,i j 的方向上，就可得到： 

3 3a i j  ，同理可得 2b i j    

3 3c i j       4 2d i j   

問題 5：我們用 ,i j 來表示 a 的這種形式是否唯一？根據是什麼？（提問學生） 

注意：基底不唯一，只要不共線，就可作為基底，而一旦基底選定，任一

向量在基底方向的分解形式就是唯一的. 

根據平面向量基本定理，我們知道，在選定基底的情況下，所給 , , , .a b c d 四

個向量在基底方向的分解形式是唯一的，也就是說，這幾個向量用基底 i 、 j 來

表示的形式是唯一的，每個向量對應的這對實數對我們就將其稱之為向量的座

標. 

問題 6：推廣到平面內的任意向量，我們怎樣來定義向量的座標？（引導學生思

考，請學生嘗試給出定義） 

如圖，在直角坐標系內，我們分別取與 x 軸、 y 軸方向相同的兩個單位向量

i 、 j 作為基底 奎屯
王新敞
新疆任作一個向量 a，由平面向量基本定理知，有且只有一對實數 x 、

y ，使得 

a xi yj  …………○1  

我們把 ),( yx 叫做向量 a 的（直角）座標，

記作 

( , )a x y …………○2  

其中 x 叫做 a 在 x 軸上的座標， y 叫做 a 在 y 軸

上的座標，○2 式叫做向量的座標表示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在定義中，要注意 a xi yj  ( , )x y  

定義實際上給出了求向量座標的方法：寫

出向量在正交基底 ,i j 方向的分解形式，就得到

了向量的座標；反過來，知道了一個向量的座標，就相當於知道了它在 i 、 j 方

向的分解形式. 

問題 7：求出向量 i 、 j 、 0 ，OA的座標 

答： )0,1(i ， )1,0(j ， )0,0(0  . 

問題 8：在坐標系中觀察，向量 ,i j 及OA的座標

與其終點座標有何關係？這幾個向量在坐標系

中的位置有什麼共同點？什麼樣的向量其座標

就是終點座標？通過這樣的問題引導讓學生得

到結論：起點在原點的向量其座標就是其終點的座標. 

問題 9：類比點的座標，向量平移後具體位置發生了改變，其座標是否會發生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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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動畫演示，指出：平移前後的向量是相等向量，通過平移，可以使它們

的起點平移到座標原點處，則其終點必然重合，此時，它們的座標都對應著這個

終點的座標，由此得到：相等向量的座標相同，座標相同的向量是相等向量. 

前面所學的向量的加法、減法、實數與向量的積這幾種運算的結果是向量，

因此，引入向量後，這些運算的結果也能用座標表示， 

問題 10：已知： ),( 11 yxa  ， ),( 22 yxb  ，你能得出 ba


 、 ba


 、 a


 的座標嗎？ 

   同桌之間推導和研究，得出結果，師生共同總結得出平面向量的座標運

演算法則： 

（1）兩個向量和與差的座標分別等於這兩個向量相應座標的和與差： 

),( 2121 yyxxba 


（其中 ),(),,( 2211 yxbyxa 


） 

（2）實數與向量的積的座標等於用這個實數乘原來向量的相應座標：  

 若 ),( yxa 


，則 ),( yxa  


； 

三、新知應用： 

例 1 已知 a =(2 ,1)，b =(-3 ,4)，求 a +b ， a +b ，3 a +4b  

例 2 已知 a =(10 ,-4)， b =(3 ,1)， )3,2(


c ，試用b ，


c 表示 a  

四、鞏固練習： 

1.已知 a =(-2 ,4)，b =(1 ,2)，求 a +b ，-3 a -2 b .  

_______,),,(),2,5(.2 22  xybaxyyxba 則且已知向量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外作業： 

課本 P122 練習：1，2 

七、板書設計： 

5.4.1 平面向量的座標運

算 

定義：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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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5.4.2 平面向量的座標運算（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掌握平面向量的座標運算；（2）會根據向量的座標，判斷

向量是否共線； 

過程與方法：通過對座標平面內點和向量的類比，培養學生類比推理的能力； 

（2）通過平面向量座標表示和座標運演算法則的推導培養學生歸納、猜想、演

繹的能力； 

（3）通過用代數方法處理幾何問題，提高學生用數形結合的思想方法解決問題

的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1）讓學生在探索中體驗探究的艱辛和成功的樂趣，

培養學生鍥而不捨的求索精神和合作交流的團隊精神，提高學生的數學素養；（2）

使學生認識數學運算對於建構數學系統、刻畫數學物件的重要性，進而理解數學

的本質；（3）讓學生體會從特殊到一般，從一般到特殊的認識規律。 

教學重點：平面向量的座標運算 

教學難點：理解向量座標化的意義及座標運算的運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上節課我們學習了向量的座標運算，請同學們回憶一下公式，並用公式完成下列

的題目： 

（1）.單位向量 ___)(__,i ， ___)(___,j ， __)(__,0  . 

（2）.已知 a =(-1 ,5)，b =(-1 ,3)，求 a +b ，-3 a -2 b . 

二、新知探究： 

問題 1：通過前面的學習，我們知道，起點在原點的向量的座標就是其終點座標，

那麼，對於起點不在原點的向量，又該如何來確定其座標？若

已知其起點座標和終點座標，如何求出此向量的座標？ 

如圖，已知 A(x１，y１)，B(x２，y２)，求 AB 的座標. 

學生自主完成得出答案： AB =OB OA=( x2, y2)  (x1,y1)= (x2 x1, 

y2 y1) 

由此，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一個向量的座標等於表示此向量的有向線段的終點

的座標減去始點的座標. 

三、鞏固練習：  

(2,3), ( 3,5),A B BA ( 1)已知 求  的坐标. 

(1, 2), (2,1),AB A B （2）已知 求  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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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1),AB B A （3）已知 求  的坐标.  

四、新知應用. 

例1、 已知平行四邊形 ABCD 的三個頂點 A、B、C 的座標分別為（-2，1）、 

（-1，3）、（3，4），求頂點 D 的座標. 

解：設頂點 D 的座標為 ( , )x y  

 

 

 

 

 

 

 

 

五、鞏固練習： 

已知平面上三點的座標分別為 A(2, 1), B(1, 3), C(3, 4)，求點 D 的座標使這四

點構成平行四邊形的四個頂點.（引導學生思考，多媒體演示）  

六、新知探究： 

問題 2：通若 a


=(x1, y1) ，b


=(x2, y2)  其中 b

 a


，且 a


∥b


，則 a


與b


之間存在什

麼的等量關係？由它們的相等關係能否得出它們座標之間的關係？ 

學生自主思考後得出：由 a


=λb


得， (x1, y1) =λ(x2, y2)  









21

21

yy

xx




    消去

λ，x1y2-x2y1=0 

老師總結： a


∥b


 (b

0 )的充要條件是 x1y2-x2y1=0 

即 a


∥ b


 (b

0 )

01221 




yxyx

ba 
 

 

七、新知應用： 

例 1 已知 a=(4,2),b=(6,y),且 a∥b，求 y 

解：（略） 

例 2 已知 A(-1,-1),B(1,3),C(2,5)，求證 A、B、C  

解：（略） 

八、鞏固練習： 

1.課本 P123 練習 4 

2. P123 習題 5.4：6 

九、課堂小結：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十、課外作業： 

1.課本 P123 練習 3 

(1,2) (3 ,4 )

,

1 2 =(3 ,4 )

3 1 2

4 2 2

2 2

AB DC x y

AB DC

x y

x x

y y

D

   



 

   
  

   



， 

由 得

（ ，）

点 的坐标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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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123 習題 5.4：3，8，9 

十一、板書設計： 

5.4.2 平面向量的座標運

算 

定義：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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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2P1

l

課    題：5.5 線段的定比分點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掌握線段的定比分點座標公式及線段的中點座標公式；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熟

練運用線段的定比分點座標公式及中點座標公式； 3 奎屯
王新敞
新疆理解點 P 分有向線段 21PP 所

成比λ的含義； 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明確點 P 的位置及λ範圍的關係； 

過程與方法：1. 掌握線段的定比分點座標公式的推導過程，培養學生思維嚴謹

的邏輯性； 2. 熟練運用線段的定比分點座標公式及中點座標公式解決有關問

題。； 

情感、態度、價值觀：1. 培養學生主動參與、積極探究的主體意識； 2. 滲透由

特殊到一般的思想，培養用新的數學語言對原有的數學現象加以概括、加以解決

的能力； 3. 培養和鍛煉學生善於發現規律、及時解決問題的態度和能力。 

教學重點：線段的定比分點和中點座標公式的應用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用線段的定比分點座標公式解題時區分λ＞0 還是λ＜０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由“攝影中的黃金分割法”指出 0.618 是一個比值，是黃金分割點 P 點分線

段 P1P2 所成的比 1 2

2 1 2

| | | |
0.618

| | | |

PP PP

PP PP
  。今天也將學習與

線段的比有關的課題。 

二、新知探究： 

1．點分有向線段的比的定義 

如上圖：把線段 P1P2 規定方向後為有向線段 1 2PP 時，P1 為起點，P2 為終點。 

問題 1：這時有向線段 1PP 與 2PP 為什麼向量？ 

那麼它們共線的充要條件是什麼？ 

學生回答：當 2PP 為非零向量時，存在唯一的實數 λ，使得 1 2PP PP=  

問題 2：這個等量關係表明實數λ的值是由什麼決定的？ 

與兩條共線的有向線段 1 2PP PP和 的方向和長度有關。 

由此得到定義：P1, P2 是直線 l 上的兩點，P 是 l 上不同於 P1, P2 的任一點，存在實

數λ，使 1 2PP PP= ，λ叫做點 P 分 1 2PP 所成的比。 

這時 P 叫做有向線段 1 2PP 的以定比為λ的定比分點，P1 為起點, P2 為終點。 

問題 3：點 P 分 1 2PP 所成的比和 P 分 12 PP  所成的比相同嗎？ 

根據學生的討論結果，老師總結： 

P1 P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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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P1

P

O

y

x

（1）強調三點位置順序：起點→分點，分點→終點。 

（2）求λ的方法：λ的符號由所分兩條有向線段的方向決定，絕對值為所分兩

條有向線段的模之比。 

問題 4：能根據 P 點和 1 2PP 有幾種位置關係，每種的不同的位置的λ的取值範圍

一樣嗎？ 

學生畫圖，討論，老師引導，得出結果： 

 

 

 

 

 

 

三、鞏固練習： 

練習：根據定義，計算下麵圖形中點 P 分 1 2PP 所成的比。 

（1） 

 

（2） 

 

 

（3） 

 

這時λ值的變化情況:  

四、新知探究： 

    問題 5：若把直線 l 放在坐標系中，設 P1(x1, y1),P2(x2，y2), 

P(x，y)分有向線段 P1P2 所成的比為 λ，則點 P 的座標如何表示

呢？ 

老師引導，學生研究完成：設 PP1 =λ 2PP   點 P1, P, P2 座標為(x1,y1) (x,y) 

(x2,y2)，由向量的座標運算 

 PP1 =(x-x1,y-y1) ， 2PP =( x2-x, y2-y) 

 ∵ PP1 =λ 2PP  ∴ (x-x1,y-y1) =λ( x2-x, y2-y) 

 ∴








)(

)(

21

21

yyyy

xxxx




  




























1

1

21

21

yy
y

xx
x

定比分點座標公式( 1 ) 

 問題 6：當 P 是 PP1 中點時，λ 等於多少，這時候會出現什麼樣公式呢？ 

P2P1 P

P P1 P2

P2P1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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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2

2

2

x x
x

y y
y





 



.即其座標為（
2

,
2

2121 yyxx 
）. 

五、新知應用： 

例 1 已知兩點 P１（３，２），Ｐ２（－８，３），求點 P(
2

1
，ｙ)分 21PP 所成的比

λ及ｙ的值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由線段的定比分點座標公式得 




























1

32

1

)8(3

2

1

y

，解得














22

49

17

5

y



 

例 2 已知兩點 (3,2), ( 8,3)A B  ， 

求 點 C 分 有 向 線 段 AB ， 且

2A C C B ，求點 C 的座標。 

解：（略） 

 

 

 

六、鞏固練習： 

課本 P126 練習 1，2，3 

七、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課外作業： 

課本 P126 習題 5.5：1，2，3，4，5 

九、板書設計： 

5.5 線段的定比分點 

概念： 

公式：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y

xO

B（－8,3）

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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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 
θ 

A 

B 

O a
 

b  

θ 
A 

B 

O 
a
 

b  

θ 

課    題：5.6.1 平面向量的數量積及運算律（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闡明平面向量的數量積及其幾何意義.會算一個向量在另一個

上投影的概念，運用平面向量數量積的性質、運算律和幾何意義.  

過程與方法：以物體受力做功為背景引入向量數量積的概念，從數與形兩方

面引導學生對向量數量積定義進行探究，通過作圖分析，使學生明確向量的數量

積與數的乘法的聯繫與區別。  

情感、態度、價值觀：由具體的功的概念到向量的數量積，再到共線、垂直

時的數量積，使學生學習從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認知規律，體會數形

結合思想，類比思想，體驗法則學習研究的過程，培養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及良

好的學習習慣。 

教學重點：平面向量的數量積定義 

教學難點：平面向量數量積的定義及運算律的理解和平面向量數量積的應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在物理學中學過功的概念，一個物體在力 F 的作用下產生位移

S，那麼力 F 所做的功W 等於多少？ W 是什麼量？F 和 S 是什麼量？

和向量有什麼關係？ 

答：W 是標量（實數），F 和 S 是向量（向量）這個式子建立了實數和向量之間

的關係，是實數和向量互相轉化的橋樑。 

顯然功是一個標量，它由力和位移兩個向量來確定。從中我們得到一個啟

發：能否將功看成是兩個“向量相乘”的一種運算的結果呢？從而得出平面向量

的“數量積”的概念。 

二、新知探究： 

1.兩個非零向量夾角的概念 

已知非零向量 a


與b


，作OA＝ a


，OB ＝b


，則∠ＡＯＢ＝θ（０≤θ≤π）

叫 a


與 b


的夾角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2：右圖非零向量 a


與b


的夾角是什麼？ 

為什麼？ 

 

注意：找向量的夾角時，應將兩向量的起點平移到同一個點上。 

2.向量數量積的概念：已知兩個非零向量 a 與 b ，把數量 cosa b  叫做 a 與b 的

數量積（或內積），記作： a b ，即 a b  cosa b  （其中 是 a 與b 的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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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 ( cos )a b  叫做向量 a 在b 方向上（b 在 a 方向上）的投影。 

注意：記法“ a · b ”中間的“·”不可以省略，也不可以用“  ”代替。規定：

零向量與任何向量的數量積為 0 。 

問題 3：向量的數量積運算與線性運算的結果有什麼不同？如何確定兩個非零向

量的數量積的符號。 

 學生討論，並完成下表： 

θ的範圍 0°≤θ<90° θ=90° 90°<θ≤180° 

a · b 的符號    

學生回答，老師總結：（1）數量積運算結果的符號取決於 a 與 b 的夾角

（  0 ,  ）的大小；（2）兩個向量的數量積是一個數量，它與兩個向量的長

度及其夾角有關； 

3. “投影”的概念：作圖 

             

定義：| b


|cos 叫做向量b


在 a


方向上的投影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幾何意義：數量積 a

b


等於 a


的長度與b


在 a


方向上投影|b


|cos的乘積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4：投影是否是長度？投影是否是向量？投影是否是實數？ 

答：投影也是一個數量，不是向量；當為銳角時投影為正值； 

綜上所述我們可一得出： 

4.代數性質（兩個向量的數量積的性質）： 

(採用填空的形式，由學生討論後得出答案，老師從旁指導) 

（1）兩個非零向量 a


與b


，a

b


  a

b


 =_____（此性質可以解決幾何中的垂

直問題）； 

（2）兩個非零向量 a


與b


，當 a


與b


同向時， a

b


 = _________|； 

當 a


與 b


反向時， a

b


 = _________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此性質可以解決直線的平行、點共線、向量的共線問題）； 

 （3）cos =_________（此性質可以解決向量的夾角問題）； 

（4）a

 a


 = _，| |a a a  ，
a b

a
b cos





（此性質可以解決長度問題即向量的模

的問題）； 

（5）| a

b


| ≤ | a


||b


|（此性質要注意和絕對值的性質區別，可以解決不等式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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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問題）； 

三、新知應用： 

例 1．判斷下列各題正確與否： 

（1）若 a


 = 0 ，則對任一向量b


，有 a

b


 = 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 √ ) 

（2）若 a


  0 ，則對任一非零向量b


，有 a

b


  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 × ) 

（3）若 a


  0 ， a

b


 = 0，則b


 = 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 × ) 

（4）若 a

b


 = 0，則 a


 、b


至少有一個為零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 × ) 

（5）若 a


  0 ， a

b


 = a

 c ，則b


 = c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 × ) 

（6）若 a

b


 = a

 c ，則b


 = c 當且僅當 a


  0 時成立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 × ) 

（7）對任意向量 a


、b


、 c ，有( a

b


) c   a

(b

 c )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 × ) 

（8）對任意向量 a


，有 a
 2 = | a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 √ ) 

例 2．已知 a =5， b =4，向量 a 與 b 夾角是 1200，求 a b  

學生回答： a b =－10 

例 3 已知｜ａ｜＝３，｜ｂ｜＝６，當①ａ∥ｂ，②ａ⊥ｂ，③ａ與ｂ的夾角

是 60°時，分別求ａ·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①當ａ∥ｂ時，若ａ與ｂ同向，則它們的夾角θ＝０°， 

∴ａ·ｂ＝｜ａ｜·｜ｂ｜cos0°＝3×6×1＝18； 

若ａ與ｂ反向，則它們的夾角θ＝180°， 

∴ａ·ｂ＝｜ａ｜｜ｂ｜cos180°＝3×6×（-1）＝－18； 

②當ａ⊥ｂ時，它們的夾角θ＝90°， 

∴ａ·ｂ＝０； 

③當ａ與ｂ的夾角是 60°時，有 

ａ·ｂ＝｜ａ｜｜ｂ｜cos60°＝3×6×
2

1
＝9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130 練習 2，3，4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外作業： 

課本 P130 習題 5.6：3，6 

七、板書設計： 

5.6.1 平面向量的數量積

及運算律 

概念： 

公式：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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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5.6.2 平面向量的數量積及運算律（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掌握平面向量數量積運算規律； 

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能利用數量積的 5 個重要性質及數量積運算規律解決有關問題； 

3 奎屯
王新敞
新疆掌握兩個向量共線、垂直的幾何判斷，會證明兩向量垂直，以及能解決一

些簡單問題；  

過程與方法：通過向量的線性運算及多項式乘法運算的對照，強化學生的類

比思想；通過數量積的性質、運算律的靈活應用，發展學生從特殊到一般的能力，

培養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合作交流的學習習慣。  

情感、態度、價值觀：由具體的功的概念到向量的數量積，再到共線、垂直

時的數量積，使學生學習從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認知規律，體會數形

結合思想，類比思想，體驗法則學習研究的過程，培養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及良

好的學習習慣。 

教學重點：平面向量數量積及運算規律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難點：平面向量數量積的應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大家還記得兩個向量的數量積的性質嗎？請同學來回憶一下。 

任何一種運算都滿足一定的運算律，以方便運算，數量積滿足哪些算律？，這就

是我們這節課要學習的內容。 

二、新知探究： 

類比實數的運算律，我們判定一下向量數量積運算律哪一些是成立的，不成立的

請舉出反例。 

實數的運算律 向量數量積運算律 

（交換律） ab=ba a b?b a   
√ 

（結合律）(ab)c=a(bc) (a b) c?a (b c)     
× 

（分配律）a(b+c)=ab+ac a (b c)?a b a c      
√ 

 ( a) b? (a b)?a ( b)       
√ 

 

我們來證明一下分配律：(a + b)c = ac + bc 

  在平面內取一點 O，作OA= a, AB = b，OC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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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b （即OB ）在 c 方向上的投影等於 a、b 在 c 方向上的投影和， 

    即   |a + b| cos = |a| cos1 + |b| cos2  

 ∴| c | |a + b| cos =|c| |a| cos1 + |c| |b| cos2 

 ∴c(a + b) = ca + cb     即：(a + b)c = ac + bc 

說明：（1）一般地，(ａ·ｂ)с≠ａ（ｂ·с） 

（2）ａ·с＝ｂ·с，с≠0 ａ＝ｂ 

（3）有如下常用性質：ａ２＝｜ａ｜２， 

（ａ＋ｂ）（с＋ｄ）＝ａ·с＋ａ·ｄ＋ｂ·с＋ｂ·ｄ 

(ａ＋ｂ)２＝ａ２＋２ａ·ｂ＋ｂ２ 

說明：（1）一般地，(ａ·ｂ)с≠ａ（ｂ·с） 

（2）ａ·с＝ｂ·с，с≠0 ａ＝ｂ 

（3）有如下常用性質：ａ２＝｜ａ｜２， 

（ａ＋ｂ）（с＋ｄ）＝ａ·с＋ａ·ｄ＋ｂ·с＋ｂ·ｄ 

(ａ＋ｂ)２＝ａ２＋２ａ·ｂ＋ｂ２ 

三、新知應用： 

例 1．證明：（1）(a＋b)２＝a２＋２a·b＋b２ 

（2）(a +b)(a  b) = 0 = a2  b2 

例 2．已知|a|=12， |b|=9， 254ba


，求 a


與b


的夾角。 

例 3．已知 a =6， b =4，向量 a 與 b 夾角是 600，求（ a


+2b


）（ a


-3b


） 

例 4．已知|a|=3， |b|=4， 且 a 與 b 不共線，k 為何值時，向量 a+kb 與 a-kb 互相

垂直。 

解：（略）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130 習題 5.6：1，2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外作業： 

課本 P130 習題 5.6：4，5，7 

七、板書設計： 

5.6.2 平面向量的數量積

及運算律 

公式： 

例 1，2 

練習： 

例 3，4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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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5.7 平面向量數量積的座標表示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⑴要求學生掌握平面向量數量積的座標表示；⑵掌握向量垂直

的座標表示的充要條件，及平面內兩點間的距離公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⑶能用所學知識解決有

關綜合問題； 

過程與方法：⑴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和探索能力；⑵通過平面向量數量積的

數與形兩種表示的相互轉化，使學生進一步體會數形結合的思想； 

情感、態度、價值觀：引導學生探索歸納，感受、理解知識的產生和發展過

程，激發學習數學的興趣。 

教學重點：平面向量數量積的座標表示 

教學難點：平面向量數量積的座標表示的綜合運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實物投影儀 

教學過程： 

一、問題情境 

平面向量的表示方法有幾何法和座標法，向量的表示形式不同，對其運算的

表示方式也會改變.上一節，我們學習了平面向量的數量積，那麼向量的座標表

示，對平面向量的數量積的表示方式又會帶來哪些變化呢？ 

填空題： 

①設單位向量 ji, 分別與平面直角坐標系中的 x 軸、 y 軸方向相同，O 為座標

原點，若向量 jiOA 23  ，則向量 OA的座標是         ，若向量 )2,1( a ，

則向量 a 可用 ji, 表示為          ； 

②已知 1||||  ji ， ji  ，且 jia 23  ， jib  ，則 ba         ； 

二、新知探究： 

1．平面向量數量積的座標表示 

問題 1：已知兩個非零向量 ),( 11 yxa  ， ),( 22 yxb  ，怎樣用 a 與b 的座標來

表示 ba  呢？ 

設向量 ji, 分別為平面直角坐標系的 x 軸、 y 軸上的單位向量，則有 

jyixa 11  ， jyixb 22   

   ∴  ))(( 2211 jyixjyixba    

           
2

211221

2

21 jyyjiyxjiyxixx   

           2121 yyxx   

兩個向量的數量積等於它們對應座標的乘積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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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鞏固練習： 

①若 )3,2(a ，則 aa         ， || a   ； 

②若表示向量 a 的起點和終點的座標分別為 )2,1( 和 )6,2( ，則 || a           ； 

③若 )1,1(a ， )3,3(b ，則 ba    .  

四、新知探究： 

1． 平面向量數量積的座標表示的性質 

⑴向量的模 

    設 ),( yxa  ，則有 22
2

yxa  或 22|| yxa   

⑵平面內兩點間的距離公式 

設 ),( 11 yxA ， ),( 22 yxB ，則 ),( 1212 yyxxAB  ， 

2

21

2

21 )()(|| yyxxAB   

⑶兩向量垂直的座標表示的判斷條件 

    設 ),( 11 yxa  ， ),( 22 yxb  ，則 02121  yyxxba  

⑷兩向量的夾角的座標表示公式 

    設 非 零 向 量 ),( 11 yxa  ， ),( 22 yxb  ，  為 a 與 b 的 夾 角 ， 則

2

2

2

2

2

1

2

1

2121

||||
c o s

yxyx

yyxx

ba

ba









  

 

五、新知應用： 

例 1．已知 )3,1(a ， )1,3( b ，求 ba  ， || a ， || b ， a 與b 的夾角 . 

    解： 32)1(33)1( ba  

         2)3()1(|| 22 a  

         2)1()3(|| 22 b  

         
2

3

22

32

||||
c o s 











ba

ba
  

        ∵    0  

         ∴    
6

5
   

例 2 已知 a


(1, 2)，b


(2, 3)， c


(2, 5)，求證：△ABC 是直角三角形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證明：∵ AB =(21, 32) = (1, 1),  AC = (21, 52) = (3, 3) 

∴ AB  AC =1×(3) + 1×3 = 0   ∴ AB  AC  

∴△ABC 是直角三角形 

六、鞏固練習： 



 115 

1.在直角 OAB 中， )3,2(OA ， ),1( kOB  ，求實數 k 的值； 

2.課本 P132 練習 1，2 

七、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課後作業： 

1.一種產品的成本原來是 a 元，在今後 m 年內，計畫使成本平均每年比上一年降

低 P%，寫出成本隨經過年數變化的函數關係式. 

2.課本 P89 習題 2.9 第 3 題 

九、板書設計： 

5.7 平面向量數量積的座

標表示 

公式：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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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5.8 平移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理解向量平移的幾何意義； 2.掌握平移公式，並能熟練運用

平移公式簡化函數解析式； 

過程與方法：通過熟練運用平移公式簡化函數解析式.，培養學生團結合作

的意識與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數形之間轉換等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的空間觀念，學會用運動的觀點分析問題。 

教學重點：平移公式. 

教學難點：向量平移幾何意義的理解.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複習引入： 

問題 1：把一個向量平行移動後所得的新向量與原向量相等嗎？ 

問題 2：函數 y= x2 的圖像經過怎樣的變化得到函數 y= （x-4）2 +2 的圖像？ 

問題 3：（通過課件演示移動的過程）觀察圖像的變化有什麼特點？ 

答：每一點都是按照同一方向移動，每一點移動的長度一樣圖形形狀

大小、坐標軸位置都沒有改變每一點的座標發生了變化。 

在函數圖像平移過程中，每一點都是按照同一方向移動同樣的長

度，所以我們有兩點思考： 其一，平移所遵循的“長度”和“方向”

正是向量的兩個本質特徵，因此，從向量的角度看，一個平移就是一個向量.  

其二，由於圖形可以看成點的集合，故認識圖形的平移，就其本質來講，就是要

分析圖形上點的平移.。那麼平移的概念是什麼呢？ 

二、新知探究： 

 1.平移的概念 

設 F 為平面內一個圖形，將 F 上所有的點按照同一方向，移動同樣的長度，

得到 F ，這個過程叫做圖形的平移. 

問題 4：平移向量 a＝（h,k）與點 P(x,y)和點 ),( yxP  有什麼關係？ 

學生根據圖形研究探索得出： 

),()','(' yxyxPPa 


 

),()','(, yxyxkh ）即：（  

所以








yyk

xxh
變形可得：









kyy

hxx
，也可得：









kyy

hxx
 

我們稱








kyy

hxx
 這個公式叫做點的平移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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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知應用： 

例 1   (1)把點 A(2, 1)按 a = (3, 2)平移，求對應點 A’的座標 ),( yx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點 M(8, 10)按 a 平移後對應點 M 的座標為(7, 4)，求 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1)由平移公式：








321y'

132x'
  即對應點 A’的座標為(1, 3) 

         (2)由平移公式：

















14

15

104

87

k

h

k

h
即 a 的座標為(15, 14) 

師生共同歸納：題目給出①原座標②新座標 ③平移向量 三個因素中的兩個可

以求出其它一個。即：“知二求一” 

四、鞏固練習：課本 P135 練習 1 

五、新知應用： 

例 2 將函數 y = 2x 的圖像 l 按 a = (0, 3)平移到 l ，求 l 的函數解析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設 P(x, y)為 l 上任一點，它在 l 上的對應點為 ),( yxP   

由平移公式：

















3'

'

3'

0'

yy

xx

yy

xx
 

 代入 y = 2x 得： y  3 = 2 x     即： y  = 2 x  + 3 

按習慣，將 x、 y寫成 x、y 得 l 的解析式：y = 2x + 3 

（實際上是圖像向上平移了 3 個單位） 

例 3 已知拋物線 y = x2 + 4x + 7，(1)求拋物線頂點座標 奎屯
王新敞
新疆(2)求將這條拋物線平移到

頂點與原點重合時的函數解析式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1)設拋物線 y = x2 + 4x + 7 的頂點O座標為(h, k) 

  則 h = 2,  k = 3     ∴頂點O座標為(2, 3) 

(2)按題設，這種平移是使點O (2, 3)移到 O(0, 0)， 

設 OO' = (m, n)  則








330

2)2(0

n

m
 

設 P(x, y)是拋物線 y = x2 + 4x + 7 上任一點，對應點 ),( yxP   

則

















3'

2'

3'

2'

yy

xx

yy

xx
   

代入 y = x2 + 4x + 7 得 y = 2x     即 y = x2 

六、鞏固練習：課本 P135 練習 2，3 

七、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課後作業： 2.課本 P135 習題 5.8 第 1，2，3，4 題 

九、板書設計： 

5.8 平移 

定義： 

公式： 

例 1，2： 

練習： 

例 3：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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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m 

042

 

088

 
C B 

A 

課    題：5.9.1 正弦定理、余弦定理（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通過對任意三角形邊長和角度關係的探索，掌握正弦定理的內

容及其證明方法；會運用正弦定理與三角形內角和定理解斜三角形的兩類基本問

題。 

過程與方法：讓學生從已有的幾何知識出發,共同探究在任意三角形中，邊

與其對角的關係，引導學生通過觀察，推導，比較，由特殊到一般歸納出正弦定

理，並進行定理基本應用的實踐操作。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在方程思想指導下處理解三角形問題的運算

能力；培養學生合情推理探索數學規律的數學思思想能力，通過三角形函數、正

弦定理、向量的數量積等知識間的聯繫來體現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繫與辯證統一。 

教學重點：正弦定理 

教學難點：正弦定理的正確理解和熟練運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情境引入: 

問題 1：在建設水口電站閩江橋時,需預先測量橋長

AB,於是在江邊選取一個測量  點 C,測得 CB=435m,∠

CBA= 088 ,∠BCA= 042 。由以上資料，能測算出橋長

AB 嗎？ 

在直角三角形中，由三角形內角和定理、畢氏定理、

銳角三角函數，可以由已知的邊和角求出未知的邊和角 奎屯
王新敞
新疆那麼斜三角形怎麼辦？ 

二、講解新課： 

在初中，我們已學過如何解直角三角形，下面就首先來探討直角三角形中，

角與邊的等式關係。 

直角三角形中：sinA=
c

a
 ，sinB=

c

b
， sinC=1   

即  c=
A

a

sin
， c=

B

b

sin
 ，   c=

C

c

sin
．         

∴
A

a

sin
=

B

b

sin
=

C

c

sin
 

             

問題 2：那麼對於任意的三角形，以上關係式是否仍然成立 

過 A 作單位向量 j 垂直於 AC  

 AC +CB =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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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邊同乘以單位向量 j  得 j •( AC +CB )= j • AB  

則 j • AC + j •CB = j • AB  

∴| j |•| AC |cos90+| j |•|CB |cos(90C)=| j |•| AB |cos(90A) 

∴ AcCa sinsin     ∴
A

a

sin
=

C

c

sin
 

同理，若過 C 作 j 垂直於CB 得： 
C

c

sin
=

B

b

sin
   ∴

A

a

sin
=

B

b

sin
=

C

c

sin
 

正弦定理的應用 從理論上正弦定理可解決兩類問題：  

1．兩角和任意一邊，求其它兩邊和一角； 

2．兩邊和其中一邊對角，求另一邊的對角，進而可求其它的邊和角 奎屯
王新敞
新疆（見圖示）

已知 a, b 和 A, 用正弦定理求 B 時的各種情況: 

⑴若 A 為銳角時: 





















)(              ba

) ,(   babsinA

)(   bsinA     a

       sin

銳角一解

一鈍一銳二解

直角一解

無解Aba

 

b
a

b

a

b

a

b a
a

已知边a,b和A

仅有一个解有两个解仅有一个解无解

ab
CH=bsinA<a<ba=CH=bsinAa<CH=bsinA

A

C

B

A

C

B1

A

B

A

C

B2

C

H H H

 

⑵若 A 為直角或鈍角時:








)(     ba

    

锐角一解

无解ba
 

三、講解範例： 

例 1 已知在 BbaCAcABC 和求中， ,,30,45,10 00   

解： 00 30,45,10  CAc  

∴ 00 105)(180  CAB  

由
C

c

A

a

sinsin
 得   210

30sin

45sin10

sin

sin
0

0





C

Ac
a  

由
C

c

B

b

sinsin
 得 

2565
4

26
2075sin20

30sin

105sin10

sin

sin 0

0

0








C

Bc
b  

例 2．在ABC 中，已知 20a cm， 28b cm， 040A ，解三角形（角度精確

到 01 ，邊長精確到 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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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根據正弦定理， 

 
0sin 28sin40

sin 0.8999.
20

  
b A

B
a

 

因為 00 ＜ B ＜ 0180 ，所以 064B ，或 0116 .B  

⑴ 當 064B 時， 

   0 0 0 0 01 8 0 ( ) 1 8 0 ( 4 0 6 4 ) 7 6      C A B ， 

0

0

sin 20sin76
30( ).

sin sin40
  

a C
c cm

A
 

⑵ 當 0116B 時， 

   0 0 0 0 01 8 0 ( ) 1 8 0 ( 4 0 1 1 6 ) 2 4      C A B ， 

0

0

sin 20sin24
13( ).

sin sin40
  

a C
c cm

A
 

注意：應注意已知兩邊和其中一邊的對角解三角形時，可能有兩解的情形。 

例 3 在 CAacBbABC ,,1,60,3 0 和求中，   

解：∵
2

1

3

60sin1sin
sin,

sinsin

0





b

Bc
C

C

c

B

b
 

000 90,30,,60,  BCCBCBcb 为锐角，  

∴ 222  cba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144 練習 1，2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1.課本 P144 練習 3（1）、（3） 

2. 課本 P144 習題 5.9：1 

七、板書設計： 

5.9.1 正弦定理、余弦定理 

定理： 

例 1，3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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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5.9.2 正弦定理、余弦定理（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掌握余弦定理的兩種表示形式及證明余弦定理的向量方法，並

會運用余弦定理解決兩類基本的解三角形問題。 

過程與方法：利用向量的數量積推出余弦定理及其推論，並通過實踐演算掌

握運用余弦定理解決兩類基本的解三角形問題。 

情感、態度、價值觀：培養學生在方程思想指導下處理解三角形問題的運算

能力；通過三角函數、余弦定理、向量的數量積等知識間的關係，來理解事物之

間的普遍聯繫與辯證統一。 

教學重點：余弦定理的發現和證明過程及其基本應用 

教學難點：畢氏定理在余弦定理的發現和證明過程中的作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問題引入： 

問題 1：在 Rt△ABC 中(若 C=90)有： 222 bac     在斜三角形中一邊的平方與

其餘兩邊平方和及其夾角還有什麼關係呢？ 

問題 2：在 ABC 中，設 BC=a,AC=b,AB=c,已知 a,b 和C，求邊 c 。                                    

能用已經學過的知識瞭解決這個問題嗎？ 

二、新知探究： 

由於涉及邊長問題，從而可以考慮用向量來研究這個問題 

如圖在 ABC 中， AB 、 BC 、CA 的長分別為 c 、 a 、b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 BCABAC   

∴ )()( BCABBCABACAC   
22

2 BCBCABAB   
22

)180cos(||||2 BCBBCABAB    
22 cos2 aBacc   

即 Bacacb cos2222   

同理可證 Abccba cos2222  ， Cabbac cos2222   

問題 3：利用余弦定理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利用余弦定理，可以解決以下兩類有關三角形的問題： 

（1）已知三邊，求三個角； 

（2）已知兩邊和它們的夾角，求第三邊和其他兩個角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余弦定理 ：三角形任何一邊的平方等於其他兩邊平方的和減去這兩邊與它們夾

角的余弦的積的兩倍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c

ab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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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Abccba cos2222  
bc

acb
A

2
cos

222 
  

Bacacb cos2222  
ca

bac
B

2
cos

222 
  

Cabbac cos2222  
ab

cba
C

2
cos

222 
  

三、新知應用： 

例 1 在ΔABC 中，已知 a＝7，b＝10，c＝6，求 A、B 和 C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  
bc

acb
A

2
cos

222 
  ＝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725，  ∴  A≈44° 

∵  
ab

cba
C

2
cos

222 
 ＝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8071，   ∴  C≈36°, 

∴  B＝180°－(A＋C)≈10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sinC＝ 
a

Ac sin
≈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5954,∴  C ≈ 36°或 144°(舍)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例 2 在ΔABC 中，已知 a＝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730，b＝3 奎屯

王新敞
新疆696，C＝82°28′，解這個三角形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由 Cabbac cos2222  ，得 c≈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297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  
bc

acb
A

2
cos

222 
 ≈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7767， ∴  A≈39°2′, 

∴  B＝180°－(A＋C)＝58°3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sinA＝ 
c

Ca sin
≈0 奎屯

王新敞
新疆6299，∴   A=39°或 141°(舍)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144 練習 3（3）（4），4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課本 P144 習題 5.9：2，4，6 

七、板書設計： 

5.9.2 正弦定理、余弦定理 

定理：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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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5.10.1 解斜三角形應用舉例（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能夠運用正弦定理、余弦定理等知識和方法解決一些有關測量

距離的實際問題，瞭解常用的測量相關術語。 

過程與方法：結合學生的實際情況，採用“提出問題——引發思考——探索

猜想——總結規律——回饋訓練”的教學過程，根據大綱要求以及教學內容之間

的內在關係，鋪開例題，同時通過多媒體、圖形觀察等直觀演示，説明學生掌握

解法，能夠類比解決實際問題。引導學生發現問題並進行適當的指點和矯正。 

情感、態度、價值觀：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並體會數學的應用價值；

同時培養學生運用圖形、數學符號表達題意和應用轉化思想解決數學問題的能

力。 

教學重點：實際問題中抽象出一個或幾個三角形，然後逐個解決三角形，得到實

際問題的解 

教學難點：根據題意建立數學模型，畫出示意圖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問題引入： 

問題 1：什麼是正弦定理、余弦定理以及它們可以解決哪些類型的三角形？ 

解三角形的知識在測量、航海、幾何、物理學等方面都有非常廣泛的應用，如果

我們抽去每個應用題中與生產生活實際所聯繫的外殼，就暴露出解三角形問題的

本質，這就要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及化實際問題為抽象的數學問題的

能力 奎屯
王新敞
新疆下面，我們將舉例來說明解斜三角形在實際中的一些應用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二、新知應用： 

例 1  自動卸貨汽車的車箱採用液壓結構，設計時需要計算油泵

頂杆 BC 的長度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已知車箱的最大仰角為 60°，油泵頂點 B 與車箱

支點 A 之間的距離為 1．95ｍ，AB 與水平線之間的夾角為 6°

20′，AC 長為 1．40ｍ，計算 BC 的長(保留三個有效數字)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2：從題目給出來的條件可以知道所求的 BC，和已知的角和線段組成了什

麼圖形？它們符合用什麼定理？ 

解：由余弦定理，得  

BC2＝AB2＋AC2－2AB·ACcosA 

＝1．952＋1．402－2×1．95×1．40×cos66°20′＝3．571  

∴BC≈1．89 （ｍ）  

答：油泵頂杆 BC 約長 1．89 ｍ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3：此題關鍵是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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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關鍵是把未知邊所處的三角形找到， 

例 2 如圖，是曲柄連杆機的示意圖 奎屯
王新敞
新疆當曲柄 CB0 繞 C 點旋轉時，通過連杆 AB 的傳

遞，活塞作直線往復運動 奎屯
王新敞
新疆當曲柄在 CB0 位置時，曲柄和連杆成一條直線，連杆的

端點 A 在 AO 處 奎屯
王新敞
新疆設連杆 AB 長為 340 ｍｍ，曲柄 CB 長為 85 ｍｍ，曲柄自 CB0

按順時針方向旋轉 80°，求活塞移動的距離(即連杆的端點 A 移動的距離 A0A)(精

確到 1 ｍｍ)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問題 4:分析玩題目後，我們所求的 A0A 是否在和已知的邊或角在一個三角形中？

如果不是，那麼可以通過什麼方法來求要出。用什麼定理？為什麼？ 

分析：如圖所示，因為 A0A＝AOC－AC，又知 AOC＝AB＋BC＝340＋85＝425，

所以只要求出 AC 的長，問題就解決了 奎屯
王新敞
新疆在△ABC 中，已知兩邊和其中一邊的對

角，可由正弦定理求出 AC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在△ABC 中，由正弦定理可得  

sinA＝ .2462.0
340

80sin85sin





AB

CBC
 

因為 BC＜AB，所以 A 為銳角，得 A＝14°15′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B＝18O°－（A＋C）＝18O°－（14°15′＋8O°）＝85°45′  

由正弦定理，可得  

AC＝ .3.344
9848.0

5485sin340

sin

sin
mm

C

BAB



  

因此，AOA＝AOC－AC＝(AB＋BC）－AC＝(34O＋85)－34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3＝8O 奎屯

王新敞
新疆7≈81（ｍｍ） 

答：活塞移動的距離約為 81ｍｍ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總結：在運用正弦定理求角時應注意根據三角形的有關性質具體確定角的範圍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題步驟的總結：  

用正弦定理求 A  内角和定理 求 B  正弦定理 求 AC→求 AOA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四、鞏固練習： 

課本 P147 練習 2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課本 P147 練習 1，課本 P148 習題 5.10：1 

七、板書設計： 

5.10.1 解斜三角形應用舉

例定理： 

例 1 

練習： 

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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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5.10.2 解斜三角形應用舉例（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能夠運用正弦定理、余弦定理等知識和方法解決一些有關底部

不可到達的物體高度測量的問題。 

過程與方法：本節課是解三角形應用舉例的延伸。採用啟發與嘗試的方法，

讓學生在溫故知新中學會正確識圖、畫圖、想圖，幫助學生逐步構建知識框架，

教學形式要堅持引導——討論——歸納，目的不在於讓學生記住結論，更多的要

養成良好的研究、探索習慣。作業設計思考題，提供學生更廣闊的思考空間。 

情感、態度、價值觀：進一步培養學生學習數學、應用數學的意識及觀察、

歸納、類比、概括的能力。 

教學重點：實際問題中抽象出一個或幾個三角形，然後逐個解決三角形，得到實

際問題的解 

教學難點：能觀察較複雜的圖形，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關鍵條件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 

授課類型：新授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問題引入： 

提問：現實生活中,人們是怎樣測量底部不可到達的建築物高度呢？又怎樣在水

準飛行的飛機上測量飛機下方山頂的海拔高度呢？今天我們就來共同探討這方

面的問題 

二、新知探究： 

例 1、AB 是底部 B 不可到達的一個建築物，A 為建築物的最高點，設計一種測

量建築物高度 AB 的方法。 

 

 

 

 

 

 

問題 1：求 AB 長的關鍵是先求什麼？要求 AE 需要什

麼條件？ 

解：選擇一條水準基線 HG，使 H、G、B 三點在同一條直線上。由在 H、G 兩點

用測角儀器測得A 的仰角分別是、，CD = a，測角儀器的高是h，那麼，在ACD

中，根據正弦定理可得 

AC =  
)sin(

s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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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AE + h 

  =  AC sin + h 

  =  
)sin(

sinsin







a  + h 

例 2、如圖，在山頂鐵塔上 B 處測得地面上一點 A 的俯角 =54 04  ，在塔底 C

處測得 A 處的俯角  =50 1 。已知鐵塔 BC 部分的高為 27.3 m,求出山高 CD(精確

到 1 m) 

 

 
問題 2：根據已知條件,如果要求 CD，它是否在三角形中，已知條件是否足夠大

家運用定理求出 CD,如果不夠，必須怎樣求出需要的條件？ 

解:在ABC 中, BCA=90  +  ,ABC =90  - ,BAC= -  ,BAD = .根

據正弦定理, 

                           
)s i n (  

BC
 = 

)90sin( 

AB  

                  所以          AB =
)sin(

)90sin(







BC
=

)sin(

cos







BC
 

解 RtABD 中,得  BD =ABsinBAD=
)sin(

sincos







BC
 

將測量資料代入上式,得 

                 BD = 
)1500454sin(

0454sin150cos3.27








 

                    =
934sin

0454sin150cos3.27








 

                    ≈177 (m) 

CD =BD -BC≈177-27.3=150(m) 

答:山的高度約為 150 米. 

問題 2：除了這種方法還有其他的方法嗎？ 

 

四、鞏固練習： 

1.路南側遠處一山頂 D 在東偏南 15  的方向上,行駛 5km 後到達 B 處,測得此山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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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偏南 25  的方向上,仰角為 8  ,求此山的高度 CD.  

2.課本 P148 習題 5.10：3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課後作業： 

課本 P148 習題 5.10：2，4 

七、板書設計： 

5.10.2 解斜三角形應用舉

例 

例 1 

練習： 

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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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向量複習（1）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瞭解本章知識網路結構；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進一步熟悉基本概念及運算律； 3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理解重要定理、公式並能熟練應用； 

過程與方法：在複習的過程中加強數學應用意識，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的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認識事物之間的相互轉化；培養學生的數學應用意識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教學重點：突出本章重、難點內容 

教學難點：通過例題分析突出向量運算與實數運算的區別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講練式 

授課類型：複習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新課引入 

課前同學們已經自己整理了全掌的公式和定義了，這節課我們開始對本章進

行小結與複習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1.本章知識 

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本章知識網路結構 

 

二、講解範例： 

例 1 在四邊形 ABCD 中， AB · BC ＝ BC ·CD ＝CD · DA＝ DA · AB ，試證明

四邊形 ABCD 是矩形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分析：要證明四邊形 ABCD 是矩形，可以先證四邊形 ABCD 為平行四邊形，

再證明其一組鄰邊互相垂直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為此我們將從四邊形的邊的長度和位置兩方面的關

係來進行思考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證明：設 AB ＝a， BC ＝b，CD ＝c， DA＝d，則 

∵a＋b＋c＋d＝O 

∴a＋b＝－（c＋d)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兩邊平方得  

｜a｜2＋2a·b＋｜b｜2＝｜c｜2＋2c·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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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a·b＝c·d 

∴｜a｜2＋｜b｜2＝｜c｜2＋｜d｜2（1）  

同理｜a｜＋｜d｜2＝｜b｜2＋｜c｜2（2）  

由(1)(2)得｜a｜2＝｜c｜2，｜d｜2＝｜b｜2，  

∴a＝c，d＝b，  

即 AB＝CD，BC＝DA  

∴四邊形 ABCD 是平行四邊形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於是 AB ＝－CD ，即 a＝－c，  

又 a·b＝b·c，故 a·b＝b·（－a）  

∴a·b＝O  

∴ AB ⊥ BC  

∴四邊形 ABCD 為矩形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說明：向量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具有“形”的特點，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套優

良的運算性質，因此，對於某些幾何命題的抽象的證明，自然可以轉化為向量的

運算問題來解決，要注意體會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例 2 設座標平面上有三點 A、B、C，ｉ，j 分別是座標平面上 x 軸，y 軸正

方向的單位向量，若向量 AB ＝ｉ－2j， BC ＝ｉ＋ｍj，那麼是否存在實數ｍ，

使 A、B、C 三點共線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分析：可以假設滿足條件的ｍ存在，由 A、B、C 三點共線 AB ∥ BC  

存在實數λ，使 AB ＝λ BC ，從而建立方程來探索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法一：假設滿足條件的ｍ存在，由 A、B、C 三點共線，即 AB ∥ BC ， 

∴存在實數λ，使 AB ＝λ BC ，  

ｉ－2j＝λ（ｉ＋ｍj），  









2

1

m


  ∴ｍ＝－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當ｍ＝－2 時，A、B、C 三點共線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法二：假設滿足條件的ｍ存在，根據題意可知：ｉ＝（1，O），j＝（O，1） 

∴ AB ＝（1，O）－2（O，1）＝（1，－2），  

BC ＝（1，O）＋ｍ（O，1）＝（1，ｍ），  

由 A、B、C 三點共線，即 AB ∥ BC ，  

故 1·ｍ－1·（－2）＝O 解得ｍ＝－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當ｍ＝－2 時，A、B、C 三點共線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注意： (1)共線向量的充要條件有兩種不同的表示形式，但其本質是一樣的，

在運用中各有特點，解題時可靈活選擇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2)本題是存在探索性問題，這類問題一般有兩種思考方法，即假設存在

法——當存在時；假設否定法——當不存在時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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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堂練習： 

課本 P161 複習參考題五 1，2，3，4，5 

四、課堂小結：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課後作業：課本 P161 複習參考題五 6，7，8，21 

六、板書設計： 

向量複習 1 

結構圖： 

例 1 

練習： 

例 2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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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題：向量複習（2） 
教學目的： 

知識與技能： 1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進一步熟悉基本概念及運算律；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理解重要定理、公式並能

熟練應用； 

過程與方法：加強學生對基本概念、基本運算律、重要定理、公式的熟悉程

度，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情感、態度、價值觀：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認識向量的工具性作用，加強數學在實際生活中的

應用意識。 

教學重點：構造向量法的應用和三角函數的應用 

教學難點：通過例題分析突出選擇適當方法重要性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式，講練式 

授課類型：複習課 

課時安排：1 課時 

教    具：多媒體 

教學過程： 

一、新課引入 

這節課我們繼續學習三角函數的有關應用。 

二、新課講解： 

例 1 已知：如圖所示，ABCD 是菱形，AC 和 BD 是它的兩條對角

線 奎屯
王新敞
新疆求證 AC⊥BD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分析：對於線段的垂直，可以聯想到兩個向量

垂直的充要條件，而對於這一條件的應用，可以考慮向量式的形

式，也可以考慮座標形式的充要條件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證法一：∵ AC ＝ AB ＋ AD ，  

BD ＝ AD － AB ，  

∴ AC · BD ＝（ AB ＋ AD ）·（ AD － AB ） 

＝｜ AD ｜2－｜ AB ｜2＝O  

∴ AC ⊥ BD  

證法二：以 OC 所在直線為 x 軸，以 B 為原點建立

直角坐標系，設 B(O，O)，A(a，b)，C（c，O）則由｜AB｜＝｜BC｜得 a2＋b2

＝c2 

∵ AC ＝ BC － BA ＝（c，O）－（a，b）＝（c－a，－b），  

BD ＝ BA ＋ BC ＝（a，b）＋（c，O）＝（c＋a，b）  

∴ AC · BD ＝c2－a2－b2＝O 

∴ AC ⊥ BD    即 AC⊥BD  

從這道題可以看出如能熟練應用向量的座標表示及運算，會將給解題帶來一

定的方便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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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已知ｆ（x）＝ 21 x  

求證：｜ｆ（a）－ｆ（b）｜＜｜a－b｜(a≠b） 

證明：設 a＝（1，a），b＝（1，b）  

則｜a｜＝ 21 a ，｜b｜＝ 21 b  

a－b＝（O，a－b）  

｜a－b｜＝｜a－b｜  

由｜｜a｜－｜b｜｜≤｜a－b｜， 

（其中當｜a｜＝｜b｜即 a＝b 時，取“＝”，而 a≠b  

∴｜｜a｜－｜b｜｜＜｜a－b｜  

即｜ 21 a － 21 b ｜＜｜a－b｜  

∴｜ｆ（a）－ｆ（b）｜＜｜a－b｜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說明：這道題用的方法是“構造向量法”。 

 

例 3 如圖：在斜度一定的山坡上的一點 A 測得山頂上一建築物頂端 C 對於山坡

的斜度為 15，向山頂前進 100m 後，又從點 B 測得斜度為 45，假設建築物高

50m，求此山對於地平面的斜度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解：在△ABC 中，AB = 100m ,  CAB = 15,   

ACB = 4515 = 30 

由正弦定理：
 15sin30sin

100 BC
    ∴BC = 200sin15 

在△DBC 中，CD = 50m ,  CBD = 45,  CDB = 90 +  

由正弦定理：
)90sin(

15sin200

45sin

50









cos = 13     

∴ = 42 奎屯
王新敞
新疆94 

三、課堂練習： 

課本 P161 複習參考題五 1，2，3，4，5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課後作業： 

課本 P161 複習參考題五 6，7，8，21 

六、板書設計： 

向量複習 2 

結構圖： 

例 1，2 

練習： 

例 3，4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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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周次 日期 上課時數 內容 

1 2013.9.2-9.6 4 1.1 集合(2 節) 

1.2 子集、全集、補集(2 節) 

2 9.9-9.13 5 1.2 子集、全集、補集(1 節) 

1.3 交集、並集(2 節) 

練習課（2） 

3 9.16-9.20 5 1.4 含絕對值的不等式解法(2 節) 

1.5 一元二次不等式解法(2 節) 

4 9-23-9.27 6 1.6 邏輯聯結詞(2 節) 

複習 (1 節) 

測驗一(2 節) 

評講（1 節） 

5 9.30-10.4 2 1.7 四種命題(2 節) 

6 10.7-10.11 6 1.8 充分條件及必要條件(3 節) 

2.1 函數(3 節) 

7 10.14-10.18 4                                2.2 函 數 標

記法(2 節) 

2.3 函數的單調性(1 節) 

小測（1 節） 

8 10.21-11.1 6 2.3 函數的單調性(2 節)                  複習

堂(2 節) 

測驗二(2 節)    

9 11.4-11.8 6 2.3 函數的單調性(2 節) 

2.4 反函數(2 節)  

練習與小測（2 節） 

10 11.11-11.15 5 2.5 指數(4 節)   

11 1118-11.22 6 複習堂(2 節) 

測驗三(2 節) 

評講（1 節） 

複習課（1 節） 

12 11.25-11.29 6 複習周 

13 12.2-12.6  考試周 

14 12.9-12.13 6 2.6 指 數 函 數 (3 節 )                                   

2.7 對數(3 節)  

15 12.16-12.20 6 2.8 對數函數(3 節)   

練 習 與 小 測 （ 2 節 ）                             

2.9 函數的應用舉例(1 節) 

16 12.23-12.27 2 2.9 函數的應用舉例(1 節) 

練習課（1 節） 

17 12.30-2014.1.3  冬至、校慶補假及聖誕節放假 

18 1.6-1.10 6 3.1 數列(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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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習 (2 節 )                                       

測驗一(2 節)   

19 1.13-1.17 3 評講（1 節） 

3.2 等差數列(2 節)                                                         

校運會 2 日(星期四,五) 

20 1.20-1.24 6 3.3 等差數列前 n 項和(2 節)   

小測與評講（2 節）        

3.4  等比數列(2 節)   

21 1.27-1.31 6 3.5 等比數列前 n 項和(2 節)          

複習(2 節) 

測驗二(3.1~3.5) 

22 2.3-2.7 4 4.1 角的概念的推廣(2 節) 

4.2 弧度制(2 節) 

23 2.10-2.14 6 4.3 任意角的三角函數(3 節) 

小測與練習（2 節） 

4.4 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式(1 節) 

24 2.17-2.21 6 4.4 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式(2 節) 

4.5 正弦餘弦的誘導公式(2 節) 

練習課（2 節） 

25 2.24-2.28 5 複習(3 節) 

測驗三(2 節) 

評講（1 節） 

26 3.3-3.7  春節假期 

27 3.10-3.14  春節假期 

28 3.17-3.21 6 4.6 兩 角 和 與 差 的 正 弦 餘 弦 正 切 (3 節 )                                                 

4.7 二倍角的正弦餘弦正切 (3 節) 

29 3.24-3.28 6 練習課（2 節）  

小測（1 節） 

4.8 正弦函數餘弦函數的圖象和性質(3 節) 

30 3.31-4.4 6 複習堂(3 節) 

測驗一 （2 節） 

評講（1 節）                                                

31 4.7-4.11 4 4.9 函數的圖象 (2 節 )                 4.10 

正切函數的圖象和性質(2 節） 

32 4.14-4.18 7 4.11 簡單三角方程(3 節)                

測驗三（2 節） 

評講（1 節） 

33 4.21-4.25 4  5.1 向量 (1 節) 

 5.2 向量的加法與減法(2 節) 

練習課（1 節） 

34 4.28-5.2 4 5.2 向量的加法與減法(2 節)         小測與練

習（2 節） 

35 5.5-5.9 6 5.3 實數與向量的積(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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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平面向量的的坐標運算 (2 節) 

練習課（2 節） 

36 5.12-5.16 4 5.5 線段的定比分點 (2 節) 

5.6 平面向量數量積及運算律(2 節)           

星期三上午暴雨停課 

37 5.19-5.23 6 5.6 平 面 向 量 數 量 積 及 運 算 律 (1 節 )                                                 

5.7 平面向量數量積的坐標表示 (1 節) 

練習與小測（3 節） 

5.8 平移 (1 節) 

38 5.26-5.30 6  5.9 正弦定理、餘弦定理(2 節)         複習(2

節) 

測驗四(2 節) 

39 6.2-6.6 6 評講（1 節） 

複習(5 節) 

40 6.9-6.13 6 複習周 

41 6.16-6.20  考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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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估與反思 
這次教學設計主要圍繞以下的幾個方面進行： 

學生是教學的主體, 現階段大部分學生學習的自主性較差，主動性不夠，學習有依賴性，

且學習的信心不足，對數學存在或多或少的恐懼感，因此教學上要給學生提供各種參與機

會。為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使學生化被動為主動，我步步設問、啟發學生的思維,通

過課堂練習、探究活動,學生討論的方式來加深理解,很好地突破難點和提高教學效率。讓學

生在教師的引導下，充分地動手、動口、動腦，掌握學習的主動權。 

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教師主要運用引導啟發式，運用多媒體、實物等教具，創設生動有

趣的且適合學生的問題情景，從而達到增加教學容量、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把學生由

被動學習變成主動學習。 

在課堂中，注重知識的形成過程和思維的方法。學生通過自主思考和合作探究，最終達

到解決問題的目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了學生的主體性，學生不僅學習到了知識，更重要的是

學會了如何解決問題的方法，達到了“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效果。 

在教學實施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在教學過程中為了充分發揮學生的自主思

維和合作探究的能力，在教學時間上有時候往往會超過原有課時的安排和在函數的應用中學

生的抽象思維還要進一步加強訓練等問題。 

在過去的一年裏，通過這次的教案設計和教學實踐相結合，使我發現我在教學過程中存

在的不足，對我今後的教學工作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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