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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課程是為回歸教育的學生設計，全班 15 人，同學間友愛，上課有問有

答，能營造良好的數學學習情景，唯不願做家課。上課時間為逄一，三，五晚

連堂，即一星期六的數學課。本課程多用引導啟發，類比，討論的教學方式，

“多問”多激發學生潛能；“類比”直觀性強，容易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有利

於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討論”增強學生的自信。重視定理和公式的推證過程，

使學生發現內在的規律，落實基礎知識的同時應重視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的培

養。 

以現實生活為情景引入使學生體會數學的重要性。所用例題均以課本為例，

使學生即使缺課，也能馬上知曉上課內容，致不失一課一例題。 

於每節課結束時，均有小結，引導學生總結一堂課的內容，凸出重點和難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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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一(綜合數學)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1.1 集合 了解集合的定義及用途 2015-09-07 2 

1.2 子集、全集、補集 理解集合的名稱及性質 2015-09-09 2 

評講家課/練習 評講家課/練習 2015-09-14 2 

1.3 交集、並集 理解交集、並集的名稱及性質 2015-09-16 2 

小測/評講 小測/評講 2015-09-21 2 

1.4 含絶對值的不等式解

法 

利用對集合、一次及二次函數

的認識來解含絶對值的不等式 
2015-09-23 2 

1.4 含絶對值的不等式解

法 

用對集合、一次及二次函數的

認識來解含絶對值的不等式 
2015-09-30 1 

1.5 一元二次不等式解法 利用對集合、一次及二次函數

的認識來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2015-09-30 1 

1.5 一元二次不等式解法 利用對集合、一次及二次函數

的認識來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2015-10-05 1 

評講家課/練習 評講家課/練習 2015-10-07 2 

1.5A 複習課 複習 1.1~1.4 的內容 2015-10-12 1 

小測 小測 2015-10-12 1 

評講 評講 2015-10-14 1 

1.6 邏輯聯結詞 認識簡易邏輯 2015-10-14 1 

1.7 四種命題 理解四種命題 2015-10-19 2 

1.8 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 理解何為分條件與必要條件 2015-10-26 2 

1.8 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 理解何為分條件與必要條件 2015-10-28 1 

評講家課/練習 評講家課/練習 2015-10-28 1 

小測/評講 小測/評講 2015-11-04 2 

1.9A 複習課 複習 1.1~1.9 的內容 2015-11-09 1 

評講家課/練習 評講家課/練習 2015-11-09 1 

大測 大測第一章 2015-11-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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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函數 了解函數中的定義域及值域及

其取值範圍 
2015-11-16 2 

2.1 函數 了解函數中的定義域及值域及

其取值範圍 
2015-11-18 1 

2.2 函數的表示法 介紹函數的表示法；1.解析法

2.列表法 3.圖象法 
2015-11-18 1 

2.3 函數的單調性 理解函數於各區間內的單調性 2015-11-23 2 

評講家課/練習 評講家課/練習 2015-11-25 2 

小測/評講 小測/評講 2015-11-30 2 

2.4 反函數 了解反函數的概念，以及各函

數的反函數，畫出圖像 
2015-12-02 2 

2.5 指數 介紹指數的表示法 2015-12-07 2 

2.5 指數 介紹指數的表示法 2015-12-09 1 

評講家課/練習 評講家課/練習 2015-12-09 1 

2.6 指數函數 了解指數函數的概念，以及各

函數的反函數，畫出圖像 
2015-12-14 2 

2.6 指數函數 了解指數函數的概念，以及各

函數的反函數，畫出圖像 
2015-12-16 1 

評講家課/練習 評講家課/練習 2015-12-16 1 

大測 大測 2.1~2.6 2015-01-04 2 

評講 評講 2015-01-06 1 

考試複習 考試複習 2015-01-11 2 

考試複習 考試複習 2015-01-13 2 

評講 評講 2015-02-01 2 

溫習指數與指數函數 溫習指數與指數函數 2015-02-03 2 

2.7 對數 介紹對數 2015-02-17 2 

2.7 對數 介紹對數 2015-02-22 1 

2.8 對數函數 了解對數函數的概念 2015-02-22 1 

2.8 對數函數 了解對數函數的概念 2015-02-24 1 

練習 練習 2015-02-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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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測/評講 小測/評講 2015-02-29 2 

2.9 函數的應用舉例 會解有關文字題 2015-03-02 2 

2.9.A 複習課 複習 2.5~2.9 的內容 2015-03-07 2 

練習 練習 2015-03-09 2 

大測 大測第二章 2015-03-14 2 

評講 評講 2015-03-16 1 

3.1 數列 介紹數列的概念 2015-03-16 1 

3.1 數列 介紹數列的概念 2015-03-21 1 

3.2 等差數列 理解等差數列的公差 2015-03-21 1 

3.2 等差數列 理解等差數列的公差 2015-03-23 1 

3.3 等差數列的前 n 頊和 理解等差數列的求和公式 2015-03-23 1 

3.3 等差數列的前 n 頊和 理解等差數列的求和公式 2015-03-28 1 

練習 練習 2015-03-28 1 

小測/評講 小測/評講 2015-03-30 2 

3.4 等比數列 介紹等比數列的概念 2015-04-06 2 

3.5 等比數列的前 n 項和 理解等比數列的求和公式 2015-04-11 2 

練習/小測 練習/小測 2015-04-13 2 

評講 評講 2015-04-18 1 

3.5A 溫習複習課 複習 3.1~3.5 2015-04-18 1 

大測 大測第三章 2015-04-20 2 

評講 評講 2015-04-25 1 

5.5 線段的定比分點 掌握線段的定比分點公式，特

別是中點座標公式 
2015-04-27 1 

練習 練習 2015-04-27 1 

5.6 平面向量的數量積及

運算律 

理解平面向量數量積及運算律 
2015-05-02 2 

5.7 平面向量數量積的坐

標表示 

理解平面向量數量積的標表示 
2015-05-04 1 

小測 小測 2015-05-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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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正弦定理、餘弦定理 能利用正弦定理、餘弦定理解

斜三角形 
2015-05-09 2 

5.10解斜三角形應用舉例 能解決斜三角形問題 2015-05-11 2 

大測 大測第五章 2015-05-16 2 

評講 評講 2015-05-18 2 

考試複習 考試複習 2015-05-23 2 

考試複習 考試複習 2015-05-25 2 

 

教學進度表二(應用數學)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4.1 角的概念的推廣 了解正角、負角的意義 2015-09-11 2 

4.2 弧度制 了解角的量度的兩種制度關係

和概念 
2015-09-18 2 

4.3 任意角的三角函數 理解任意角的概念 2015-09-25 2 

練習/小測 練習/小測 2015-10-09 2 

評講 評講 2015-10-16 1 

4.4 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

關係式 

同角三角函數的 
2015-10-16 1 

4.4 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

關係式 

同角三角函數的 
2015-10-23 2 

4.4 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

關係式 

同角三角函數的 
2015-10-30 1 

4.5 正弦、餘弦的誘導公

式 

正确運用誘導公式將任意角的

三角函數化為銳角的三角函數 
2015-10-30 1 

4.5 正弦、餘弦的誘導公

式 

正确運用誘導公式將任意角的

三角函數化為銳角的三角函數 
2015-11-06 2 

4.5A 複習課 複習 4.1~4.5 2015-11-13 1 

練習 練習 2015-11-13 1 

大測 大測 4.1~4.5 2015-11-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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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講 評講 2015-11-27 1 

4.6 兩角和與差的正弦、

餘弦、正切、餘切三角函

數 

能正确運用公式化簡三角函數

及求三角函數的數值 2015-11-27 1 

4.6 兩角和與差的正弦、

餘弦、正切、餘切三角函

數 

能正确運用公式化簡三角函數

及求三角函數的數值 2015-12-04 2 

4.7 二倍角的正弦、餘弦、

正切三角函數 

掌握二倍角的的正弦、餘弦、

正切公式 
2015-12-04 1 

4.7 二倍角的正弦、餘弦、

正切三角函數 

掌握二倍角的的正弦、餘弦、

正切公式 
2015-12-11 2 

小測/評講 小測/評講 2015-12-18 2 

考試複習 考試複習 2016-01-08 2 

考試 考試 2016-01-15 2 

4.8 正，餘弦函數的圖象

和性質 

能用五點法畫出正弦和餘弦函

數的簡單圖像 
2016-01-22 2 

4.8 正，餘弦函數的圖象

和性質 

能用五點法畫出正弦和餘弦函

數的簡單圖像 
2016-01-29 2 

4.9 函數

)sin(   xAy 的圖象 

能正確求函數

)sin(   xAy 的最大值、最

小值、振幅初相及周期 

2016-02-05 2 

練習/小測 練習/小測 2016-02-19 2 

評講 評講 2016-02-26 1 

4.10正切函數的圖象和性

質 

能寫出正切函數的定義域、值

域和周期 
2016-02-26 1 

4.10正切函數的圖象和性

質 

能寫出正切函數的定義域、值

域和周期 
2016-03-04 2 

4.11已知三角函數值求角 由已知的正弦、餘弦、正切函

數值求角 
2016-03-11 2 

4.11A 複習課 複習 4.1~4.11 2016-03-18 1 

4.11B 複習課 複習 4.1~4.11 2016-03-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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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測 大測 4.5~4.11 2016-04-01 2 

評講 評講 2016-04-08 1 

5.1 向量 理解向量、零向量、單倍向量、

平行向量、相等向量及向的模

的概念 

2016-04-08 1 

5.2 向量的加法與減法 掌握向量的加法與減法的定義 2016-04-15 2 

5.3 實數與向量的積 掌握實數與向量的積的定義和

運算律 
2016-04-22 2 

5.4 平面向量的坐標運算 掌握平面直角坐標系的概念 2016-04-26 2 

評講 評講 2016-05-06 1 

5.8 平移 掌握平面內點的平移公式 2016-05-06 1 

5.10A 複習課 複習 5.1~5.10 內容 2016-05-13 1 

練習 練習 2016-05-13 1 

考試複習 考試複習 2016-05-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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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 貫徹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必須與現實相結合，培養德、

智、體、群、美和靈全面發展的社會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方針，以全

面推進素質教育為宗旨，全面提高普通高中教育質量。 

2. 進一步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品質、文化科學知識、審美情趣和身體心理素

質，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終身學習的能力和適應社會生活的

能力，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3. 通過不同形式的探究活動，培養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以達致自主學習。 

4. 提高學生的抽象概括、推理論證、運算求解等基本能力。 

5. 使學生學好從事現代化建設和進一步學習所必需的三角和平面向量基礎知

識、基本技能，以及其中的數學思想方法。 

6. 在數學的學習過程中注重培養學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 

7. 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使學生樹立學好數學的信心，形成實事求事的

科學態度和鍥而不捨的鑽研精神，與及和同學互相合作的精神。 

 

二、主要內容 

1. 集合與簡易邏輯 

2. 函數 

3. 數列 

4. 三角函數 

5. 平面向量 

(綜合數學內容：集合與簡易邏輯，函數，數列。應用數學內容：三角函數，

平面向量。)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 本教學設計利用已有的知識頪比，推出新的知識。 

2. 多以問答形式引起學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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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簡短易明的句子，幫助學生記憶。 

4. 為配合夜校學生，多在課堂上做練習。 

5. 以現實生活為例引起學生關注。 

 

四、教學重點 

1. 獲得必要的數學基础知識和基本技能，理解基本的數學概念、數學結論

的本質，了角概念、結論等產生的背景、應用，體會其中所蘊涵的數學

思想和方法，以及它們在後續學習中的作用。通過不同形式的自主學習、

探究活動，體驗數學發現和創造的歷程。 

2. 用探究的形式進行教學，讓學生成為課堂的中心，達致自主學習來提高

學生的抽象概括、推理論證能力。 

3. 用活動的形式進行複習，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學生對數學的興

趣。 

4. 重視學生的功課、小測，鞏固學生的基礎知識。 

 

五、教學難點 

1. 需提高學生空間想像、抽象概括、推現論證、運算求解、數據上理等基

本能力。 

2. 令學生具備提出、分析和解決問題(包括簡單的實際問題)的能力，數學

表逹和交流的能力，發展獨立獲取數學知識的能力。 

3. 提高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樹立學好數學的信心，形成鍥不捨的鑽硑精

神和科學态度。 

 

六、教學用具 

畫圖軟件 winplot 

 

七、教學課時 

全年 184 課時，提交教案 97 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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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第一章、集 合 

1.1.1 集合 

教學目標：1.通過具體的例子了解集合的含義，知道常用數集及其記法； 

  2.初步了屬於關係和集合相等的意義。 

教學重點：集合的概念及其表示。 

教學難點：正確理解集合的概念。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今天晚上，夜高一甲班的學生在這個班房上數學堂。問會有其它學生

在這班上上數學堂嗎?那麼夜高一甲班的學生就是一個集合。 

二、講授新課： 

由問題 1 引出集合的概念 

一般地，某些指定的對象集在一起就成為一個集合，也簡稱集。 

集合中的每個對象叫做這個集合的元素。 

例如：夜高一甲班的學生就是一個集合，陳大文就是其一個元素。 

問題 2： 

(1)夜高一甲班的女同學，能成為一個集合嗎? 

(2)夜高一甲班長得瘦的女同學，能成為一個集合嗎? 

(3)夜高一甲班第一行與第二行的同學互換座位，換了以後仍是一個集合嗎? 

(4)3，3，6，7 這四個數字組成一個集合嗎? 

 

通過以上的問題討論，從而引出元素的特徵： 

(1)能。 

(2)不能。確定性：集合中的元素必須是確定的。 

(3)是。  無序性：集合中的元素沒有一定的順序。 

(4)不能。互異性：集合中的元素不重複。 

常用的數集及其記法 

全體非負整數的集合通常簡稱非負整數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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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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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整數的集合通常簡稱整數集，記作 Z ； 

全體有理數的集合通常簡稱有理數集，記作Q ； 

全體實數的集合通常簡稱實數集，記作 R 。 

我們還把正整數集、負整數集、正有理數集、負有理數集、正實數集、負實數

集分別表示為 
Z 、


Z 、

Q 、
Q 、


R 、


R 。 

數系 

 

問題 3： 14.3 是有理數嗎?  是有理數嗎? 

引入元素與集合的關係 

如果a 是集合 A 的元素，就說 a 屬於集合 A，記作 Aa ； 

如果a 不是集合 A 的元素，就說 a 不屬於集合 A，記作 Aa 。 

所以 Q14.3 ， Q 。 

三、例題： 

例題 1：用“”或“”符號填空： 

(1) 3     N ；  

(2) 0      *N ； 

(3) 12     
Z ； 

(4) 2     Q ； 

數系 

實數 

有理數 

整數 

分數 

有限小數 

循環小數 

無理數 

不盡根數 

無限不循環
小數 

虛數 

純虛數 

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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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2：已知集合A 的元素為1， x， 33
2  xx ，若 A3 且 A1 ，求實

數 x的值。 

四、鞏固練習： 

1.下列各組對象能否確定一個集合： 

(1)長得高的人 (不確定) 

(2)小於 204的數  (確定) 

(3) 0 ，0 ，1， 4 ，6 (不確定) 

 

2.判斷下列下說法是否正確： 

(1) 23,,5 23  xxxx 即 xxxx  32 5,23,  

(2)若 52 x ，則 Nx  

(3)若 Qx ，則 Rx  

(4)若 Nx ，則 *Nx  

 

3.課本 5P ，練習 2  

 

4.若方程 065
2  xx 和方程 020

2  xx 的解為元素的集合为 M ，則 M

中元素的個數為(   C    ) 

A .1    B . 2   C . 3   D . 4  

五、課堂小結：  

元素的特徵，數集的記法，元素與集合的關係。 

六、家課： 

課本 7P ，習題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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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集合  

教學目的：1.初步了解有限集、無限集、空集的意義； 

  2.初步掌握集合的兩種表示方法：列舉法和描述法，並能正確地表

示一些簡單的集合。 

教學重點：1.通過實例分別選擇自然語言、集合語言(列舉法或描述法)表述不同

的具體問題，感受集合語言的意義和作用，體驗用集合思想去觀

察和思考問題的樂趣。 

教學難點：集合表示法的恰當選擇。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複習提問： 

1. 元素的性質： 2. 常用數集符號： 

（1）___________； 非負整數集（或自然數集）：________ ； 

（2）___________； 正整數集：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 整數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有理數集：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實數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二、講授新課： 

問題 1：課本 5P 練習1說出下面集合中的元素： 

(1){大於 3 小於11的偶數} { 4 ，6 ，8，10} 

(2){平方等於的1數} {1， 1 } 

(3){15約數} { 3，5 } 

 列舉法 

列舉法：把集合中的元素一一列舉出來，寫在大括號“{}”內表示集合的方法。 

如：{ 1，3，5，7 ，9 }，{
2x ， 23 x ，

35yx  ，
22 9yx  }  

有限集：有限個元素的集合。如小於或等於 4 的自然數集{ 0 ，1， 2，3 ，4 }  

無限集：無限個元素的集合。如自然數集 N 用列舉法表示為{ 0，1，2，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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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例題： 

例題 1：用列舉法表示下列集合，然後說出它們是有限集還是無限集： 

(1)由大於10的所有自然數組成的集合； { 10，11，12，13，

}  

無限集 

(2)由 24與30的所有公約數組成的集合； { 2 ，3，6 }  有限集 

(3)方程 042 x 的解的集合； { 2 ， 2 }  有限集 

(4)由小於10的所有質數組成的集合； { 2 ，3，5，7 }  有限集 

注：1.約數如無特別說明，約數指的都是正約數 

2.質數，又稱素數，大於1的自然數中，除了1 和本身外並無其它因子 

 

問題 2：方程 01
2 x 的解集為？ 

無 

引入 

空 集：不含任何元素的集合；記。 

注：1.空集應表示為 而非 }{ ，其它類同。 

 

問題 3：能用列舉法表示不等式 23 x 的解集嗎? 

不能 

列舉法一般適於有限集。 

哪麼用什麼方法來表示以上解集呢? 

描述法：在大括號“{}”內先寫出此集合中元素的一般式，再畫一條豎線，在豎

線後面寫上集合中的元素的公共屬性即 xxA { 滿足性質 }P 。 

如上題答 }23{ xx  

如函數 1 xy 的圖像上的點組成的集合可表示為 }1),{(  xyyx
 

如 xx{ 是直角三角形}  

注：1. }1{  xyy 與 }1),{(  xyyx 是不同的兩個集合。 

所以上題解為 }5{ xx
 

例題 2：試用描述法表示下列集合： 

(1)由 4 與6 的所有公倍數組成的集合； {
*,12 Nnnxx  }  

(2)所有偶數組成的集合； { Znnxx  ,2 }  

(3)方程 022 x 的解的集合； { 022 xx }  

(4)不等式 564 x 解集； 
{

4

11
xx }  

注：1.一般集合為無限集時不宜用列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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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鞏固練習： 

1.用適當的方法表示集合：大於0 的所有奇數集 

2.集合 N
a

aM 



5

6
{ 且 }Za ，求集合M 。 

五、課堂小結： 

用列舉法和描述法表示集合有什麼區別？各有什麼優勢與不足？ 

六、家課： 

課本 7P ，習題 1.1 ，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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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子集、全集、補集 

教學目標：1.了解集合之間含關係的意義； 

2.理解子集、真子集的概念； 

3.了解全集的意義，理解補集的概念。 

教學重點：子集、真子集、全集、補集的概念。 

教學難點：集合之間含關係。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1)空集的符號是   

(2)偶數集 { Znnxx  ,2 }  

(3)奇數集 { Znnxx  ,12 }  

二、新課教授： 

問題 1：觀察下列集合：  

}2,1{A
   

}4,3,2,1{B
  

}023{ 2  xxxC  

xxD { 是四邊形}
  

xxE { 是多邊形}
 

發現 

集合 A中的任何一個元素都是集合 B 的元素； 

集合 D 中的任何一個元素都是集合 E 的元素； 

集合 B 中的3和 4 不是集合 A的元素； 

集合 A與C 中的元素完全相同； 

引入 

子 集：對於兩個集合 A與 B，如果集合 A中任何一個元素都是集合 B 的元素，

我們說集合 A是集合 B 的子集，記作 BA 或 AB  ，讀作“ A包含於 B ”或 

“ B 包含 A ”； 

當集合 A不包含於集合 B ，記作 BA 。 

規定：空集是任何集合的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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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子集：對於兩個集合 A與 B ，如果 BA ，並且 BA  ，我們就說集合 A是

集合 B 的真子集，記作 BA 或 AB  ，讀作“ A真包含於 B ”或 “ B 真包含

A ”。 

 

BA 有兩種情況 

(1) A是 B 的一部份，即 A是 B 的真子集 BA ； 

(2) A與 B 的元素一樣，即是同一集合 BA 。  

符號類似   





  

  

類似 




  

  (真包含於) 

    (相等) 

其中相等的關系，可知任何一個集合是它本身的子集。 

 

上題可寫成 BA 或 BA ， ED  或 ED  ， CA   

 

文氏圖：即圖示法，用平面區域來表示集合之間關係的方法。 

問題 2：用圖示法表示下列集合間的關係。(老師和學生一同討論得出結論) 

集合間的關係 圖示 

BA  

 

BA  

 

BA  

 

顯然，空集是任何非空集合的真子集。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A B 

A=B 

A B A B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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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條件 結論 

數 93  且 1009   1003  

集合 BA 且 CB   ? 

總結出 

傳遞性： BA 且 CB  ，則 CA  

 

問題 4： BA 且 AB  ，則 A與 B 的關係？ 

總結出 

反對稱性： BA 且 AB  ，則 BA   

三、例題： 

例題 1：寫出集合 a ，b 的所有的子集及真子集。 a  

 a ，b 的子集  a ， b ， a ，b ，  

 a ，b 的真子

集 

 a ， b ，   

例題 2：解不等式 23 x ，並把結果用集合表示出來。 

 23 xx  

四、鞏固練習： 

課本 9P ，練習1。 

例題 3：一個集合中有 n個元素，則這個集合子集的個數為？真子集的個數為？ 

集合的元素個數 子集個數 真子集個數 

2
 

422 
 

3122 
 

3
 

823 
 

7123 
 

n
 

n2
 

12 n

 

五、課堂小結：  

用列舉法和描述法表示集合有什麼區別？各有什麼優勢與不足？ 

六、家課： 

課本 9P ，練習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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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AACS

1.2.2 子集、全集、補集 

教學目標：1.使學生進一步理解集合及子集的意義，了解全集、補集的概念； 

  2.能在給定的全集及其一個子集的基础上，求該子集的補集； 

  3.培養學生觀察、分析、歸納等能力。 

教學重點：補集的含義及求法。 

教學難點：補集性質的理解。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複習提問： 

問題 1：下列各組的三個集合中哪兩個集合間具有包含的關係？ 

(1)  2112 ,,,S  ，  11,A  ，  22,B   

(2) RS  ，  RxxxA  0, ，  RxxxB  0,  

(3)  為地球人xxS  ，  為中國人xxA  ，  為外國人xxB  

二、新課教授： 

問題 2：  xxS  是夜高一甲班的學生 ，  xxA  是夜高一甲班的女學

生 ，  xxB  是夜高一甲班的男學生 以上三個集合有什麼

關係？ 

師生討論，經圖示法看出關係。  

 

全 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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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用表示。 

 

補 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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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 AxSxxACS  且  

上題可見在全班中不是女學生就是男學生即 BACS   

注：1.補集有不是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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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圖示法可看出問題 1，2 答案： 

可知 B 為 S 的子集 A的補集，即  Ax,SxxACB S  且 ； 

同樣 A為 S 的子集 B 的補集，即  Bx,SxxBCA S  且  

把 S 稱為全集，記作U 。 

 

實數範圍內討論問題時，可以把實數集 R 看作全集U ，那麼，有理數集Q 的補

集 QCU
就是全體無理數的集合。 

三、例題： 

例題 1：設全集  4321  ,,,U ，  Ux,mxxxA  052 ，求 ACU
、m 。 

把 4321  ,,,x 代入中 052  mxx 得 4m 或 6m  

當 4m 時， 0452  xx ，即  41 ,A  

當 6m 時， 0652  xx ，即  32  ,A  

所以當 4m 時，  32  ,ACU
；

  

當 6m 時，  41 ,ACU 。 

例題 2：不等式組








063

012

x

x
的解集為 A， RU  ，試求 A及 ACU

，並把他們

分別表示在數軸上。 

解：  








 2x
2

1
x06-3012 且,xxA  

從而








 2
2

1
或,xxACU 。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0P ，練習1， 2 。 

五、課堂小結： 

何為全集？何為補集？ 

六、家課： 

課本 11P ，練習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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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交集、並集 

教學目標：1.理解兩個集合的並集與交集的含義，會求兩個簡單集合的並集和

交集。 

  2.能使用文氏圖表示集合的並集和交集運算結果，體會直觀圖對理

解抽象概念  的作用。  

教學重點：交集、並集運算的含義，識記與運用。  

教學難點：弄清交集，並集的含義，認識符號之間的區別與聯繫。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課本 10P ，練習1， 2 。 

二、教授新課： 

問題 1：圖中，綠色部份表示什麼？ 

A而且 B 的意思 

問題 2：圖中，有顏色部份表示什麼？ 

A或者 B 的意思 

 

交 集：由所有屬於集合 A且屬於集合 B 的元素所組成的集合，叫做 A與 B 的交

集，記作 BA (讀作“ A交 B ”)，即 },|{ BxAxxBA  且  

 

並 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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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B 的並

集，記作 BA (讀作“ A並 B ”)，即 },|{ BxAxxBA  或  

三、例題： 

例題 1：設 }2|{  xxA ， }3|{  xxB ，求 BA 。  
解： }32|{  xxBA  

 

例題 2：設 }|{ 是等腰三角形xxA  ， }|{ 是直角三角形xxB  ，求 BA 。  
解： }|{ 是等腰直角三角形xxBA   

 

例題 3：設 }8,6,5,4{A ， }8,7,5,3{B ，求 BA ， BA 。  
解： {5,8}BA  

,8}{3,4,5,6,7B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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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設 }|{ 是銳角三角形xxA  ， }|{ 是鈍角三角形xxB  ，求 BA 。  
解： }|{ 是斜三角形xxBA   

 

例題 5：設 }21|{  xxxA ， }31|{  xxB ，求 BA 。  
解： }31|{  xxBA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3P ，練習1。 

五、課堂小結： 

補集，交集和並集的定義是什麼？思考“  ACA U
”的意義？思考集合 A，

B ， BA 和 BA 中元素的個數有何關係？ 

六、家課： 

課本 13P ，練習 2 ， 3 ，4 ，5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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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交集、並集 

教學目標：1.掌握關鍵的術語和符號，並會用它們正確進行集合的並集與交集

運算。 

  2. 在思考中感知知識，在合作交流中形成知識，在獨立鑽硑和探究

中提升思維能力，嘗試實踐與交流相結合。 

教學重點：集合的交集與並集的概念。 

教學難點：集合的交集與並集“是甚麼”，“為甚麼” ，“怎樣做”。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複習提問： 

問題 1：由交集的定義，得知 

 AA _______ A _______ BA _______ 

問題 2：由並集的定義，得知 

 AA _______ A _______ BA _______ 

二、例題： 

例題 1：設 }64|),{(  xyyxA ， }35|),{(  xyyxB ，求 BA 。 )1( 代

入 )2(  

解：








)2(35

)1(64





xy

xy
 

)1( 代入 )2( 得 3564  xx  

3654  xx  

99  x  

1x     代入 )1(     得 264 y  

)}2,1{( BA  

本題中， ),( yx 可以看作直線上的點的座標，也可以看作二元一次方程的一個

解。 

偶數集： },2|{ Znnxx   
奇數集： },12|{ Znnxx   
例題 2： 

已知 A為奇數集，B 為偶數，Z 為整數集，求 BA ， ZA ， ZB ， BA ，

ZA Z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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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偶數奇數BA  

A}{Z}{Z  奇數奇數A  

B}{Z}{ZB  偶數偶數  

Z}{}{  偶數奇數BA  

ZZ}{Z  奇數A  

ZZ}{ZB  偶數  

例題 3：設 }8,7,6,5,4,3,2,1{U ， }5,4,3{A ， }8,7,4{B ，求 ACU ， BCU ，

)()( BCAC UU  ， )()( BCAC UU  。 

解： }8,7,6,2,1{ACU  

}6,5,3,2,1{BCU  

}6,2,1{)()(  BCAC UU  

}8,7,6,5,3,2,1{)()(  BCAC UU  

例題 4：已知全集 RU  ，設集合  52|  xxA ，  3x4|  或xxB 求

ACU ， BA ， )( BACU  ， BA 。 

解： }52{  xorxxACU  

}53{  xxBA  

}53{)(  xorxxBACU  

}24{  xorxx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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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鞏固練習： 

課本 14P ，練習1， 2 ， 3 ，4 。 

四、課堂小結： 

本堂課學習了什麼內容呢？ 

五、家課： 

課本 15P ，習題 3.1 ，5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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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含絶對值的不等式解法 

教學目標：1.通過用數軸來表示含絶對值不等式的解集，培養學生數形結合的

能力； 

  2.通過將含絶對值的不等式同解變化為不含絶對值的不等式，培養

學生的化歸思想和轉化能力。 

教學重點：簡單的 ax 與 ax 的兩種基本型含絶對值不等式的解法。 

教學難點：利用對絶對值意義的理解和分析，解決實際問題。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不等式的基本性質： 

(1)如果 ba  ，則 cbca  。 

(2)如果 ba  ， 0c 則 bcac  。 

(3)如果 ba  ， 0c 則 bcac  。 

 

絶對值的定義：














0,

0,0
0,

aa

a
aa

a  

 

二、教授新課： 

問題 1：求下列各式的解？ 

讓學生自行討論，發現一般含有絶對值不等式右面為零或負數時的解。 

 
0x  0x  0x  2x  2x  

解 0x  0x 且

Rx  

  Rx    

問題 2：那麼絶對值不等式右面為正數的解呢？ 

先考慮 2x  

 
2x  

解 2x 或 2x  

數軸上

表示 

 

 

 

 

可見 2 ， 2 把數軸分為三部分，紅、白、藍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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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區域 
該區域內取一些點 代入 x  

皆發現 

 
22  x

 
x

   、   、    x
   、   、   

 2x  

 
2x

 
x

   、   、    x
   、   、   

 

2x  
 

2x
 

x
   、   、    x

   、   、   
 

注：小於取中間，大於取兩邊。 

問題 3： 2x 的幾何意義？解集是？答：表示數軸上到原點距離等於 2 的點的

集合， 

解集是 2xx 或 2x  

問題 4： 2x 的幾何意義？解集是？答：表示數軸上到原點距離小於 2 的點的

集合， 

解集是 22  xx  

問題 5： 2x 的幾何意義？解集是？答：表示數軸上到原點距離大於 2 的點的

集合， 

解集是 2xx 或 2x  

三、鞏固練習： 

課本 17P ，練習 )2~1.(1 。 

四、例題： 

例題 1：解不等式 5005 x  

解： 55005  x  

50055005  x  

    505495  x
 

-2 2 



2015/2016 
參選編號：C014 

32 
 

 505495  xx
 

 

例題 2：解不等式 752 x  

解： 752 x  或 752 x
 

        6x   或     1x  

 1x6  或xx
 

注：定義法：用 ax  與 )0(  aax 型不等式的解法解決 cbax  與

)0(  ccbax 型不等式
 

五、鞏固練習： 

課本 17P ，練習 )2~1.(2 。 

六、課堂小結： 

含絶對值不等式 a的範圍 解集 

ax   
0a   aaxx  x或  

0a   axx   

0a  Rx  

ax   
0a   axax   

0a    

0a    

七、家課： 

課本 17P ，練習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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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含絶對值的不等式解法 

教學目標：1.鞏固 c bax 與 c bax 0)(c  型不等式的解法，並能熟練地

解決問題；掌握分類討論的方法解決含多個絻對值的不等式以及含

參數不等式； 

  2.激發學習數學的熱情，培養勥於探索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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絶對值的不等式以及含參數的不等式。 

教學難點：如何正確分類與分段，簡單的參數問題。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含絶對值不等式 ax  或 ax   ( 0a )；及 cbax  與 )0(  ccbax 型不

等式的解法。 

注：小於取中間，大於取兩邊。 

二、教授新課 

例題 1：解不等式 6132  x  

分析：原不等式等價哪些不等式？怎樣去掉絶對值？原不等式等價於









613

213

x

x
即解： 

 
213 x  及 613 x  

小於取中間 

大於取兩邊 

213 x 或 213 x   6136  x  

 

3

1
x 或 1x

 

 

3

7

3

5
 x

 

數軸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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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集 










3

7

3

1
1

3

5
xxx 或

 

一、鞏固練習：解不等式 5121  x  

三、教授新課 

例題 2：解不等式 1332  xx
 

分析：原不等式等價哪些不等式？怎樣去掉絶對值？ 

把不等右邊看作一個常數，則為
 

)0(  ccbax 型不等式的解法。 

即解： 

小於取中間 

大於取兩邊
 

1332  xx  
或 

)13(32  xx  

 1323  xx   1323  xx  

 2x
  

 

5

4
x

 

數軸上表示  

 

 

 

 

解集 










5

4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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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鞏固練習：解不等式 1234  xx  

五、課堂小結：不等式型如 dbaxc   ( 0,0  dc )及 dcxbax  的解

法，則型如 ecbxaxd  2
 ( 0,0  ed )及 edxcbxax 2 的解法 

六、家課： 

(1) 8522  x  

(2) 1314  xx
 

(3) 1552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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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含絶對值的不等式解法 

教學目標：含兩個絶對值不等式的解法。 

教學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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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難點： cbxax  與 cbxax  型不等式的解法。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不等式型如 dbaxc   ( 0,0  dc )及 dcxbax  的

解法 

二、教授新課 

例題 1：解不等式 412  xx
 

解法一分析：利用絶對值的代數定義 

 
02 x  01 x  

即 2x
 

1x
 

把

數

軸

分

為

三

段

即 

 

 

 

 

當 2x
 

 12  x
 

 1x
 

 02 x
 

01x
 

 

 

02 x
 

01x
 

 

 

02 x
 

01x
 

原

不

等

式

等

4)1()2(  xx  

2

5
x

 

或 4)1()2(  xx  

43   
R

 

或 4)1()2(  xx  

2

3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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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於 

即 
2

2

5
 x

 

 12  x
 

 

2

3
1  x

 

答

案 








2

3

2

5
xx  

注：零點分段法：通常適用於含有兩個及兩個以上的絶對值符號的不等式。 

解法二分析：利用幾何意義，不等式 412  xx 的幾何意義是表示數

軸上與點 )2(A 及點 )1(B )兩點距離之和小於 4 的點，而 AB 兩點的距離為 3，

因此只要找到與兩點的距離之和為 4 的點,即可。 

 
02 x  01 x  

即 2x
 

1x
 

把數

軸分

為三

段即 

 

 

 

 

意即 
把 B 點向右移

2

1
個單位，這時距離之和增加 1 個單位，即

2

3

2

1
1  ；  

把 A 點向左移
2

1
個單位，這時距離之和增加 1 個單位，即

2

5

2

1
2 

 

答案 










2

3

2

5
xx  

三、鞏固練習：解不等式 751  xx  

四、課堂小結：兩個及兩個以上的絶對值符號的不等式的解法。 

五、家課： 

(1)
 

113  xx  

(2)對於任意 Rx ，不等式 mxx  21 恒成立，求m 的取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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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 

教學目標：1.進一步熟練掌握解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法； 

    2.利用一元一次不等式解決簡單的實際問題。 

教學重點：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應用。 

教學難點：將實際問題抽象成數學問題的思維過程。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162 x  123 y  232 2  xx  232 2  xx  

一元一次方程式 一元一次不等式 一元二次方程式 ？ 

答：一元二次不等式 

問題 1：初中時我們學習過一次函數與一元一次不等式，它們有甚麼關係？ 

(1) 畫出 42  xy 的圖像。 

(2) 解方程 042 x  

(3) 解不等式 042 x  

(4) 解不等式 042 x  

 

 

 

 

解： 

(1)結合圖像 

(2)發現 2x 實為函數 42  xy 與 x 軸之交點的橫座標 

(3)發現 2x 實為函數 42  xy 與 x 軸之交點的上半部份 

(4)發現 2x 實為函數 42  xy 與 x 軸之交點的下半部份 

 

注：解以上不等式的步驟可理解為 

1.求對應函數與 x 軸的交點 

2.畫對應函數出圖像 

0y  取對應函數與 x 軸之交點的上半部份 

0y  取對應函數與 x 軸之交點的下半部份 

 

x  0  2  

y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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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授新課： 

問題 2：按以上步驟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062  xx  

1.求對應函數與 x 軸的交點 

解： 062  xx  

  0)3)(2(  xx  

32 21  xx  

2.畫對應函數出圖像 

 

 

3.
 

0y ，取對應函數與 x 軸之

交點的上半部份 

32  或x  

 32  xxx 或  

 

問題 3：按以上步驟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263 2  xx  

1.求對應函數與 x 軸的交

點 

解：整理得 0263 2  xx  

  0263 2  xx  

3

3
1

3

3
1 21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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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畫對應函數出圖像 

 

 

0y ，取對應函數與 x 軸之

交點的上下半部份 

3

3
1

3

3
1  x  

 
3

3
1

3

3
1  xx  

注：1.與絶對值不等式一樣：小於取中間，大於取兩邊。 

2.必需整理成二次項系數為正。 

3.解題時可不畫圖。 

三、例題： 

例題 1：課本 22P ，練習 2 ， x 是什麼數時，函數 142  xxy 的值： 

(1)等於 0  (2)是正數 (3)是負數 

解： 0142  xx  

3232 21  xx 或

 

解： 0142  xx  

 3232  xxx 或

 

解： 0142  xx  

 3232  xx

 

四、鞏固練習： 

課本 22P ，練習 )1.(1 ， )2( 。 

五、課堂小結： 

 解一元二次不等式時： 

(1)先求對應方程的解(若有解)。 

(2)再小於取中間，大於取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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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課： 

課本 22P ，練習 3 。 

課本 24P ，習題 3.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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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 

教學目標：1.掌握用二次函數的圖像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2.了解一元二次不等式、一元二次和二次函數之間聯繫，體會數形

結合、化歸的數學思想。形成利用球與特殊的關宗決數學問題的

能力。 

教學重點：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 

教學難點：利用二次函數的圖像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1)解 0652  xx  

要求學生演說步驟 

(2)一元二次方程 )0(02  acbxax 中，根的判別式 acb 42   

當 0 ，方程有兩個不相等的實根； 

當 0 ，方程有兩個相等的實根； 

當 0 ，方程無實根。 

二、情景引入： 

問題 1：於上題中 0652  xx 有解，所以我們已經學會如何解題，但如果方

程無解時，我們應怎辦呢? 

例如：解不等式 022  xx  

078142  acb  

原方程無解。 

上一節課，學習了方程的解即是對應的函數與 x 軸的交點，師生共同討論後，

完成下表： 

一元二次不等式 

一元二次不等式 )0(02  acbxax 的解集如下表。 

判別式 acb 4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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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函數的

)0(2  acbxaxy

圖像 

   

一元二次方程

)0(02  acbxax

的根 

   

)0(02  acbxax

的解集 

   

)0(02  acbxax

的解集 

   

三、例題 

例題 1：解不等式 022  xx  

解： 078142  acb  

方程無實數解 

R  

例題 2：解不等式 0144 2  xx  

解： 042  acb  

方程的解是
2

1
21  xx  










2

1
xx  

例題 3：解不等式 0322  xx  

解：整理得 0322  xx  

0  

方程無實數解 

  

21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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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鞏固練習： 

課本 22P ，練習 )3.(1 ， )4( 。 

五、課堂小結： 

 解一元二次不等式的步驟是？ 

六、家課： 

課本 24P ，習題 5.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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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A 集合與解含絶對值、一元二次不等式複習課 

教學目標：重溫集合、解含絶對值不等式、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教學重點：熟練集合、解含絶對值不等式、解一元二次不等式的解法。 

教學難點：集合之間的運算。 

授課類型：練習課。 

教學過程： 

一、填充題 

1、-5  ___ N      2、 _______  12,10,9  

3、 6,5,4,3,2,1 _______ 3,1      4、0  ___N
*

 

5、 16  _____ QCR     6、  ZCC RR ______________ 

7、設 A={1，2，3} ，B={4，5，6}，則 A∩B= ___   

8、 -3________ 056| 2  xxx  

9、不等式 0122  xx 的解集是                   

二、解下列不等式： 

(1) 75 x         (2) xx 214    

 

 

 

 

 

 

(3) 0273 2  xx        (4) 026 2  xx  

 

 

 

 

 

 

 

(5) 0
6

23






x

x
        (6) 0

3

2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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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列舉法表示下列集合，並於括號內指出它們是有限集或無限集： 

(1)  092 xx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由小於 10 的所有正整數組成的集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寫出{5，6，7}的子集及真子集 

 

 

 

五、1、已知  NxxxU  ,100| ，集合  9,5,4,2,1A ，  10,8,7,6,4B ，

 7,5,3C  

求(1) BA    (2) BA    (3) BCU   
 (4) ACU    (5)  BACU     (6)

  CBA    (7)   CBA  

 

 

 

 

 

2、已知全集 RU  ，設集合  52|  xxA ，  3x4|  或xxB  

求(1) ACU     (2) BA    (3)  BACU 
 
  (4). BA  

 

 

 

 

 

 

六、圖中 U 是全集，A，B，C 是 U 的兩個子集，用阴影表示： 

(1)
 

 BCA U)(CU        
(2)

 
 BCA U)(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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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邏輯聯結詞 

教學目標：要求學生了解複合命題的意義，並能指出一個複合命題是有哪些簡

單命題與邏輯聯結詞，並能由簡單命題構成含有邏輯聯結詞的複合命題。 

教學重點：“或”、“且”、“非”的含義。 

教學難點：用“或”、“且”、“非”表逹關係。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小明到茶餐廳點餐，跟侍應這樣說“一碗餐蛋面，粗面或幼面，總之不

要公仔面。” 

小明這句說話應用了哪些聯結詞？ 

或 粗面或幼面 

且 午餐肉且雞蛋 

非 不要公仔面 

 

問題 2：初中時學過命題，可以判斷真假的語句叫做命題。以下如是命題的判

斷是真命題還是假命題，如不是命題說出原因：經師生共同討論得出以下答案  

(1) 512   真命題 

(2) 3是12的約數 真命題 

(3) 5.0 是的整數 假命題 

(4) 3是12的約數嗎？ 不涉及真假 

(5) 5x  不能判斷真假 

(6)10可以被 2 或5整除 真命題 

(7)荾形的對角線互相垂直且平分 真命題 

(8) 5.0 非整數 真命題 

以上哪幾題是比較杂的命？它應用了“或”、“且”、“非”的？ 

(6)或，(7)且，(8)非。 

問題 3：以下不等式的解哪些用了“或”、“且”、“非”的聯結詞？ 

不等式 解集 聯結詞 

062  xx   32  xxx 或  
或 

062  xx   32  xx  
且 

邏輯聯結詞：“或”、“且”、“非”這些邏輯聯結詞。 

複合命題：像以上(6)，(7)和(8)這樣的命題，它們由簡單命題與邏輯聯結詞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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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複合命題。(6)，(7)和(8) 

我們常用小寫字母 p ， q， r ， s ，表示命題，以上(6)，(7)和(8)的構成形式

分別是： 

p 或 q  
p 且 q  

非 p  

二、列題： 

例題 1：分別指出下列複合命題的形式及構成它的簡單命題： 

(1) 24既是8的倍數，也是6 的倍數 

(2)李强是籃球運動員或跳高運動員 

(3)平行線不相交 

解：(1) p 且 q ，其中 

p ： 24是8的倍數 

q ： 24是6 的倍數 

(2) p 或 q ，其中 

p ：李强是籃球運動員 

q ：李强是跳高運動員 

(3) 非 p ，其中 

p ：平行線相交 

 

平行線不相交為真，則平行線相交必為假。可見： 

非 p 形式的複合命題：當 p 為真時，非 p 為假；當 p 為假時，非 p 為真。 

填表： p  非 p  答案： p  非 p  

 真   真 假 

 假   假 真 

 

 

24是8的倍數為真，24是6 的倍數為真，24是5的倍數為假。所以24既是8的

倍數，也是6 的倍數為真。但 24既是8的倍數，也是5的倍數為假。可見： 

p 且 q 形式的複合命題：當 p ，q 都為真時， p 且 q 為真；當 p ，q 至少有一個

為假時， p 且 q 為假。 

填表： p  q  p 且 q  答案： p  q  p 且 q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假   真 假 假 

 假 真   假 真 假 

 假 假   假 假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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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是8的倍數為真，24是5的倍數為真，24是11的倍數為假。所以24是8或5

的倍數為真。所以 24是5或11的倍數為假。 

 

p 或 q 形式的複合命題：當 p ，q 至少有一個為真時， p 或 q 為真；當 p ，q 都

為假時， p 或 q 為假。可見： 

填表： p  q  p 或 q  答案： p  q  p 或 q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假   真 假 真 

 假 真   假 真 真 

 假 假   假 假 假 

 

p 或 q ：一真為真，全假為假  
p 且 q ：全真為真，一假為假  

非 p ： 真假相反 

 

例題 2：分別指出由下列各組命題構成的“ p 或 q ”，“ p 且 q ”，“非 p ”的形式的

複合命題的真假： 

(1) p ： 522   q ： 23   

(2) p ： 9是質數 q ：8是12的約數 

(3) p ：  2,11  q ：  2,11   

(4) p ：  0  q ：  0  

師生共同討論後填寫下表： 

解： 

(1)因為 p 為______， p 為______，所以 

“ p 或 q ”為______， p 且 q ”為______，“非 p ”為______。 

(2)因為 p 為______， p 為______，所以 

“ p 或 q ”為______， p 且 q ”為______，“非 p ”為______。 

(3)因為 p 為______， p 為______，所以 

“ p 或 q ”為______， p 且 q ”為______，“非 p ”為______。 

(4)因為 p 為______， p 為______，所以 

“ p 或 q ”為______， p 且 q ”為______，“非 p ”為______。 

 



2015/2016 
參選編號：C014 

51 
 

例題 3： 

判斷下列命題的真假： 

(1) 32   
(2) 22   
(3) 45   
 

解： 

(1) 32: p  真 32: q  假 p 或 q  真 

(2) 22: p  假 22: q  真 p 或 q  真 

(3) 45: p  假 45: q  假 p 或 q  假 

 

三、鞏固練習： 

不等式 01323 2  xx 的解用了哪種邏輯聯結詞？ 

解： 042  acb  

方程的解是
3

3

6

32

2
21 




a

b
xx

 












3

3
xx  

用了非。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甚麼？ 

五、家課： 

課本 31P ，習題 6.1 ，1，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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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四種命題 

教學目標：1.了解命題的逆命題、否命題和逆否命題的含義，能寫出給定命題

的逆命題、否命題、逆否命題； 

  2.會分析四種命題之間的相互關係； 

  3.會利用互為逆命題的兩個命題之間的關係判別命題的真假。 

教學重點：了解命題的逆命題、否命題和逆否命的含義，能寫出給定命題的逆

命題、否命題、逆否命題。 

教學難點：會分析四種命題之間的相互關係。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1)同位角相等，兩直線平行； 

(2)兩直線平行，同位角相等； 

 

以上兩命題有什麼關係？ 

(1)與(2)的條件與結論互換 

在兩個命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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旳條件，那麼這兩個命題叫做互逆命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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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 

(3)同位角不相等，兩直線不平行； 

(4)兩直線不平行，同位角不相等； 

(1)與(3)中，一個命題的條件和結論分別是另一個命題的條件的否定和結論的否

定，這樣的兩個命題叫做互否命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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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與(4)中，一個命題的條件和結論分別是另一個命題的結論的否定和條件的否

定，這樣的兩個命題叫做互為逆否命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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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為(1)原命題，那麼：(2)為逆命題，(3)為否命題，(4)為逆否命題。 

 

用 p 和 q 分別表示原命題的條件和結論，用 p 和 q 分別表示 p 和 q 的否定，

於是四種命題的形式就是： 

填表： 原命題  答案： 原命題 若 p 則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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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命題   逆命題 若 q 則 p  

 否命題   否命題 若 p 則 q  

 逆否命題   逆否命題 若 q 則 p  

二、例題： 

例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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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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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1) 

原命題 若一個數是負數，則它的平方是正數。 真 

逆命題 若一個數的平方是正數，則它是負數。 假 

否命題 若一個數不是負數，則它的平方不是正數。 假 

逆否命題 若一個數的平方不是正數，則它不是負數。 真 

(2) 

原命題 若一個四邊形是正方形，則它的四條邊相等。 真 

逆命題 若一個四邊形的四條邊相等，則它是正方形。 假 

否命題 若一個四邊形不是正方形，則它的四條邊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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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看完以上例題我已經知道，一般地一個命題真假與其他三個命題的真假有以下

三條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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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題 2：設原命題是“當 0c 時，若 ba  ，則 b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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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逆命題 當 0c 時，若 bcac  ，則 ba   真 

否命題 當 0c 時，若 ba  ，則 bcac   真 

逆否命題 當 0c 時，若 bcac  ，則 ba   真 

注：互為逆否的兩個命題一定同為真或同為假 

三、鞏固練習： 

課本 33P ，練習 2 。 

課本 35P ，練習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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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堂小結： 

原命題、逆命題、否命題與逆否命題。 

思考大於，一定是，且，都是，都不是，至少有一個，至多有一個的否定形式

是什麼？ 

五、家課： 

課本 36P ，習題 7.1 ，1，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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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四種命題 

教學目標：1.初步掌握反證法的概念及反證法證題的基本步驟； 

  2.通過四種命題之間關係的學習，培養學生邏輯推理能力； 

  3.培養學生用反證法簡單推理的技能，從而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 

教學重點：四種命題之間的關係。 

教學難點：反證法的運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上一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學生答：原命題、逆命題、否命題與逆否命題。 

它們有什麼關係？ 

原命題 

若 p 則 q  

(       ) 逆命題 

若 q 則 p  

互 

否 

                 (      )            互 

  (      )                                    否 

否命題 

若 p 則 q  

 

(        ) 

逆否命題 

若 q 則 p  

 

原命題與它的逆否命題是同真或同假的 

等價命題：對於 A與 B 來說，如果有 BA 且 AB  ，那麼命題 A、B 叫做等

價命題。原命題與其逆否命題就是等價命題。(“ ”推出符號) 

二、情景引入： 

反證法：從命題結論的反面出發，引出矛盾，從而證明命題成立。 

反證法證明的步驟一般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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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推理論證，得出矛盾。 

(3)由矛盾判定假設不正确。 

三、例題： 

例題 1：用反證法證明：如果 0 ba ，那麼 ba  。 

證明：(1)假設 a 不大於 b ， 則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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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為 0a ， 0b ， 

所以 ba   bbaa  ，即 ba   

(3)與已知 0 ba 矛盾，所以 ba  。 

例題 2：用反證法證明：圓的兩條不是直徑的相交弦不能互相平分。 

已知：如右圖，在圓O中，弦 AB 、CD交於 P ，且 AB 、CD不是直徑 

求證：弦 AB 、CD都不被 P 平分。 

分析：假設弦 AB 、CD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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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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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P  ， CDOP  ， 

即過點 P 有兩條直線與OP都垂直，這與垂線性質矛盾。 

所以，弦 AB 、CD都不被 P 平分。 

 

四、鞏固練習： 

課本 36P ，練習1。 

五、課堂小結： 

原命題、逆命題、否命題與逆否命題。 

思考大於，一定是，且，都是，都不是，至少有一個，至多有一個的否定

形式是什麼？ 

六、家課： 

課本 36P ，練習 2 。 

課本 36P ，習題 7.1 ， 3 ，5 。 

  

P 

O 

C 

D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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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 

教學目標：1.會判斷“若 p 則 q ”句式的真假； 

  2.通過對充分條件、必要條件的概念的理解和運冋，培養學生分析，

判斷和歸納的邏輯思維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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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問題 1：魚非常需要水，沒有了水，魚就無法生存，但只有水，夠嗎? 

探究： :p “有水” :q “魚能生存” 

判斷：  “若 p 則 q ”和“若 q 則 p ”的真假 

 

問題 2： 

判斷以下命題是真命題還是假命題。 

(1)若 0x ，則 02 x  真 

(2)若 02 x ，則 0x  假 

(3)若兩三角形全等，則兩三角形的面積相等 真 

(4)若兩三角形的面積相等，則兩三角形全等 

 

假 

上一節課我們學習“若 p 則 q ”形式的命題，其中有些為真，有些為假？也就是

說 

若 p 則 q 為真，即 p 成立，那麼 q 一定成立，記作 qp   ( pq  )，讀作 p 推

出 q 。 

若 p 則 q 為假，即 p 成立， q 不一定成立，記作 p q  ( q p )，讀作 p 推不

出 q 。 

題(1)中， 00 2  xx   

題(2)中， 02 x 0x  

 

定義：命題“若 p 則q ”為真命題，即 qp ，就說 p 是q 的充分條件； q 是

p 的必要條件。 

例如題(1)， 0x 是 02 x 的充分條件， 02 x 是 0x 的必要條件。 

例如題(2)，“兩三角形全等”是“兩三角形的面積相等”的充分條件，“兩三角形的



2015/2016 
參選編號：C014 

58 
 

面積相等”是“兩三角形全等”的必要條件。 

 

二、例題： 

例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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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  yx   
:q

22
yx   

(2) :p 三角形的三條邊相等 
:q 三角形的三個角相等 

分析：可以根據“若 p 則 q ”與“若 q 則 p ”的真假進行判斷。 

解：(1)由 qp ，即 yx  
22

yx   

知 p 是 q 的充分條件， q 是 p 的必要條件。 

(2) 由 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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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過來，由 pq  ，即三角形的三個角相等三角形的三條邊相等 

知 q 是 p 的充分條件， p 是 q 的必要條件。 

三、鞏固練習： 

課本 38P ，練習1。 

四、課堂小結： 

什麼是充分條件？什麼是必要條件？ 

五、家課： 

課本 36P ，習題 8.1 ， 3 。 

  



2015/2016 
參選編號：C014 

59 
 

1.8.2 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 

教學目標：1.會判斷題題的充分條件、必要條件； 

  2.通過對充分條件、必要條件的概念的理解和運冋，培養學生分析，

判斷和歸納的邏輯思維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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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做事情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有的條件能够保證我們完成

這件事，而有的條件虽然不能保證完成這件事，但卻是完成它所必不可少的。 

例如(1)：用 20 元錢買一本 19.80 元的書，那麼就書價而言，“20 元錢”就是

“買一本 19.80 元的書”的充足的條件，即“充分條件”； 

例如(2)：用水將生米煮成熟飯，那麼“水”就是“生米煮成熟飯”的必不可少

的條件，即“必要條件”。 

 

在數學中，若要得出一個結論，同樣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 

關於“ p 是q 的充分條件”的理解是容易的，即為了使q 成立，具備 p 條件就

足够，“有它即可”。 

關於“q 是 p 的必要條件”的理解，如果從“若 p ，則q 的等價命題”“若不

是q ，則不是 p ”來看，則更易理解，即若沒有條件q ，則事件 p 不能成立，

因此對於 p 來說，條件 p 是必定需要的，“非它不行”。 

二、例題：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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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x ，則 034
2  xx ； 

(2)若 xxf )( ，則 )(xf 為增函數； 

(3)若 x 為無理數，則 2x 為無理數。 

解：(1)是(2)是(3)不是。 

例題 2： 

1. “a 和 b 都是偶數”是“a+b 也是偶數”的     條件； 

2. “四邊相等”是“四邊形是正方形”的      條件； 

3. “x 3”是“|x| 3”的      條件； 

4. “x-1=0”是“x
2
-1=0”的      條件； 

5. “兩個角是對頂角”是“這兩個角相等”的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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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至少有一組對應邊相等”是“兩個三角形全等”的      條件； 

7. 於一元二次方程 ax
2
+bx+c=0（其中 a,b,c 都不為 0）來說，“b

2
-4ac ”是“這個

方程有兩個正根”的      條件； 

8. “a=2，b=3”是“a+b=”的      條件； 

9. “a+b 是偶數”是“a 和 b 都是偶數”的       條件； 

10. “個位數字是 5 的自然數”是“這個自然數能被 5 整除”的      條件。 

答案： 

1. 充分 2. 必要 3.充分 4. 充分 5. 充分 6. 必要 7. 必要 8. 充分 9. 必要 10. 充

分 

三、鞏固練習：  

課本 38P ，練習 2 。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甚麼？ 

五、家課： 

課本 44P ，習題 8.1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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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充分條件與必要條件 

教學目標：1.掌握充分不必要條件、必要不充分條件的概念； 

  2.會判斷命題的充分不必要條件、必要不充分條件； 

  3.會利用命題的等價性判斷充分不必要條件、必要不充分條件。 

教學重點：講清充分不必要條件、必要不充分條件的概念。 

教學難點：判斷命題的充分不必要條件、必要不充分條件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問題 1： :p x 既是 2 的倍數也是3的倍數， 

:q x 是6 的倍數 
p 是 q 的什麼條件？ 

由 qp  及 pq  可知 p 是 q 的充分條件， p 是 q 的必要條件。 

 

一般地，如果既有 qp  ，又有 pq  ，就記作 qp   

這時，既是的充分條件，又是的必要條件，我們就說是的充分必要條件，簡稱

充要條件。 

如此類推，則 

(1)若 qp  ，但 p q ，則說 p 是 q 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條件； 

(2)若 p q ，但 qp  ，則說 p 是 q 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條件； 

(3)若 p q ，但 p q ，則說 p 是 q 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條件。 

 

例如： 

“ x 是6 的倍數”是“ x 是 2 的倍數”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條件； 

“ x 是 2 的倍數”是“ x 是6 的倍數”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條件； 

“ x 是 4 的倍數”是“ x 是6 的倍數”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條件。 

二、例題： 

例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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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 032  )x)(x(  :q 02 x  

(2) :p 同位角相等 :q 兩直線平行 

(3) :p 3x  :q 92 x  

(4) :p 四邊形的對角線相等  :q 四邊形是平行四邊形 

解：(1) 03202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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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  )x)(x( 02 x  

所以 p 是 q 必要而不充分條件 

(2) 同位角相等兩直線平行 

所以 p 是 q 的充分必要條件 

(3) 93 2  xx  

92 x 3x  
所以 p 是 q 的充分而不必要條件 

(4) 四邊形的對角線相等 四邊形是平行四邊形 

四邊形是平行四邊形 四邊形的對角線相等 

所以 p 是 q 的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條件 

例題 2：指出下列各組命題中， p 是q 的什麼條件？並說明理由。 

(1) :p 22
ba   :q ba   

(2) :p   2xx 或 3x  :q  06
2  xxx  

解：(1)因為 22 ba  不能推出 ba  ，且 ba  不能推出 22 ba  ，所以 p 是q 的既

不充分也不必要條件。 

(2)因為 2xx 或 3x 不能推出 06
2  xxx ，而

 06
2  xxx   2xx 或 3x ，所以 p 是q 的必要非不充分條

件。 

三、鞏固練習：  

(1)“ 0a ， 0b ”是“ 0ab ”的什麼條件？ 充分不必要條

件 

(2)“四邊形為平行四邊形”是“這個四邊形為菱形”的什麼條件？ 必要不充分條

件 

(3)在 ABC 中， ACBC  是 BA  的什麼條件？ 
充要條件 

(4)“ 22 ba  ”是“ ba  ”的什麼條件？ 充分不必要條

件 

課本 39P ，練習1， 2 。 

四、課堂小結： 

定義： 

(1) 若 qp  ，則 p 是 q 的充分條件。 p 可能會多餘浪費 

(2) 若 pq  ，則 p 是 q 的必要條件。 p 可能還不足以使 q 成立 

(3) 若 pq  ，則 p 是 q 的充分必要條

件。 

p 不多不少，恰到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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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課： 

課本 44P ，習題 8.1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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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A 集合與簡易邏輯複習課 

教學目標：重溫集合與簡易邏輯。 

教學重點：了解集合與簡易邏輯的概念。 

教學難點：會運用集合與簡易邏輯的概念解決問題。 

授課類型：練習課。 

教學過程： 

一、選擇題： 

1.已知集合 M＝{0,1,2}，N＝{x|x＝2a，a∈M}，則集合 M∩N 等於( ) 

A．{0} B．{0,1} C．{1,2} D．{0,2} 

解析 D 集合 N＝{0,2,4}，所以 M∩N＝{0,2}。 

 

2．一個命題與它的逆命題、否命題、逆否命題這四個命題中( ) 

A．真命題與假命題的個數相同 

B．真命題的個數一定是奇數 

C．真命題的個數一定是偶數 

D．真命題的個數可能是奇數，也可能是偶數 

解析 C 在原命題、逆命題、否命題、逆否命題這四個命題中，互為逆否的命

題是成對出現的，故真命題的個數和假命題的個數都是偶數。 

 

3．已知 A 是△ABC 的內角，則“sin A＝2”是“tan A＝3”的 ( ) 

A．充分不必要條件 B．必要不充分條件 

C．充分必要條件 D．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條件 

解析 B 由 sin A＝2 且 A 是△ABC 的內角，可得 A＝60°或 A＝120°，此時， 

tan A＝3 未必成立，但反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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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已知命題 p：任意的 x∈R,2x2＋2x＋2<0；命題 q：存在 x∈R，sin x－cos x

＝2.則下列判斷正確的是( ) 

A．p 是真命題 B．q 是假命題 C．非 p 是假命題 D．非 q 是假命題 

解析 D 在命題 p 中，當 x＝－2 時，2x2＋2x＋2＝0，故為假命題；在命題 

3πq 中，當 x＝4 非 q 是假命題。 

 

5．設集合 A＝{1,2}，則滿足 A∪B＝{1,2，3}的集合 B 的個數是( ) 

A．1 B．3 C．4 D．8  

解析 C 滿足條件的集合 B 可為{3}，{1,3}，{2,3}，{1,2,3}，共 4 個。 

 

6．若集合 A＝{0，m，2}，B＝{1,2}，則“m＝1”是“A∪B＝{0，1，2}”的( ) 

A．充要條件 B．充分不必要條件 

C．必要不充分條件 D．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條件 

解析 B 由 m＝1 可得集合 A＝{0,1}，所以 A∪B＝{0,1,2}；反之，若已知 A∪

B＝{0,1,2}，則實數 m 也可取－1 或 2，故選 B。 

 

7．命題“若 0
22  ba ，a，b∈R，則 a＝b＝0”的逆否命題是 

A．若 a≠b≠0，a，b∈R，則 0
22  ba  

B．若 a＝b≠0，a，b∈R，則 0
22  ba  

C．若 a≠0 且 b≠0，a，b∈R，則 0
22  ba  

D．若 a≠0 或 b≠0，a，b∈R，則 0
22  ba  

解析 D a＝b＝0 的否定為 a≠0 或 b≠0，a，b∈R； 0
22  ba ，a，b∈R 的否定

為 0
22  ba ，故選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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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已知命題 p：任意的 x∈R，x>sin x，則 p 的否定形式為 ( ) 

A．非 p：存在 x∈R，x<=sin x 

B．非 p：任意 x∈R，x≤sin x 

C．非 p：存在 x∈R，x≤sin x 

D．非 p：任意 x∈R，x<= sin x 

解析 C 由於命題 p 為全稱命題，所以其否定形式為存在 x∈R，x≤sin x. 

 

9．有金盒、銀盒、鉛盒各一個，只有一個盒子裡有肖像．金盒上寫有命題 p：

肖像在這個盒子裡；銀盒上寫有命題 q：肖像不在這個盒子裡；鉛盒上寫有命

題 r：肖像不在金盒裡。p、q、r 中有且只有一個是真命題，則肖像在( ) 

A．金盒裡 B．銀盒裡 C．鉛盒裡 D．不能確定 

解析 B ∵p⇔非 r，∴p 與 r 一真一假。 

而 p、q、r 中有且只有一個真命題，∴q 必為假命題。 

∴“非 q：肖像在這個盒子裡”為真命題，即肖像在銀盒裡。 

 

二、填空題 

1．命題“若 a≥b，則 a3≥b3”的逆命題是_______________。 

解析 由逆命題的定義形式直接寫出。 

答案：若 a3≥b3，則 a≥b 

 

2．已知全集 U 為實數集，A＝{x|x2－2x<0}，B＝{x|x≥1}，則 A∩∁UB＝_____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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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A＝{x|0<x<2}，∁ub＝{x|x<1}，所以 a∩∁ub＝{x|0<x<1}，∁ub＝{x|x<1}，

所以 a∩∁ub＝{x|0<x<1}。 

答案：{x|0<x<1} 

 

3．“x＝3”是“x2＝9”的________條件。 

解析 若 x＝3，則 x2＝9，反之，若 x2＝9, 則 x＝±3，故答案：為充分不必要

條件． 

 

4．已知命題 p：∃x∈R，使 tan x＝1；命題 q：x2－3x＋2<0 的解集是{x|1<x<2}，

下列結論：①命題“p∧q”是真命題；②命題“p∧(非 q)”是假命題；③命題“(非 p)

∨q”是真命題；④命題“(非 p)∨( 非 q)”是假命題。其中正確的是________。 

下列結論：①命題“p∧q”是真命題；②命題“p∧(綈 q)”是假命題；③命題“(綈 p)

∨q”是真命題；④命題“(綈 p)∨(綈 q)”是假命題．其中正確的是________。 

解析 命題 p：∃x∈R，使 tan x＝1 正確，命題 q：x2－3x＋2<0 的解集是{x|1<x

<2}也正確，∴①命題“p∧q”是真命題；②命題“p∧(非 q)”是假命題；③命題“(非

p)∨q”是真命題；④命題“(非 p)∨( 非 q)”是假命題，也正確。 

∴①命題“p∧q”是真命題；②命題“p∧(非 q)”是假命題；③命題“(非 p)∨q”是真命

題；④命題“(非 p)∨( 非 q)”是假命題。 

答案：①②③④ 

三、解答題 

1．已知集合 A＝{x|x2－5x＋6＝0}，B＝{x|mx＋1＝0}，且 A∪B＝A，求實數

m 的值組成的集合。 

解析 A＝{x|x2－5x＋6＝0}＝{2,3}， 

∵A∪B＝A，∴B⊆A. 

①當 m＝0 時，B＝∅，B⊆A，故 m＝0； 

②當 m≠0 時，由 mx＋1＝0，得 x＝－m. 

∵B⊆A，∴－mA， 

∴－m=2 或－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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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m=－2 或 m=－3 

 

2．已知兩個命題 r(x)：sin x＋cos x＞m；s(x)：x2＋mx＋1＞0.如果任意的 x∈

R，r(x)與 s(x)有且僅有一個是真命題，求實數 m 的取值範圍。 

解析 ∵sin x＋cos x＝ ＋ ，  

∴當 r(x)是真命題時，m＜－2. 

又∵任意的 x∈R，s(x)為真命題， 

即 x2＋mx＋1＞0 恒成立， 

有 Δ＝m2－4＜0， 

∴－2＜m＜2. 

∴當 r(x)為真，s(x)為假時， 

m＜－2，同時 m≤－2 或 m≥2， 

即 m≤－2； 

當 r(x)為假，s(x)為真時， m≥－2 且－2＜m＜2， 2≤m＜2 

綜上所述，實數 m 的取值範圍是 {m|m≤－2 或－2≤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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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函 數 

2.1.1 函數 

教學目標：1.理解函數的定義；明確決定函數的三大要素：定義域、值域、和

對應法則； 

  2.能够正確理解和使用“區間”、“無窮大”等記號； 

教學重點：理解函數的概念，函數的三要素及其求法。 

教學難點：函數的概念，簡單的分段函數及複合函數。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 

初中時我們已學習了正比例函數、反比例函數、一次函數和二次函數 

下列屬於哪一類型的函數： 

(1) 52 2  xy  二次函數 

(2) 
x

y
6

  反比例函數 

(3) 32  xy  一次函數 

(4) xy 8  正比例函數 

問題 2：初中學習了函數的概念，它是怎樣說的？ 

在一個變化過程中有兩個變量 x 與 y ，如果對於 x 的每一個值， y 都有唯一的

值與對應，那麼就說 y 是 x 的函數， x 叫做自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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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x  

其中 x叫自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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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叫做函數的值域.。 

 

一般地，函數的定義域是由問題的實際背景所確定的。如果只給出函數的解析

式 )(xfy  ，而沒有指明它的定義，那麼函數的定義域就是指能使這個式子有

意義的實數 x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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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函數的三要素： 

對應法則 f 、定義域 A、值域 Axxf |)(  

問題 3：填下表： 

 定義域 值域 

一次函數 )0()(  abaxxf  R  R  

反比例函數 )()(  k
x

k
xf    

二次函數

)0()( 2  acbxaxxf  
 

 

 

 

答案： 

 定義域 值域 

一次函數 )0()(  abaxxf  R  R  

反比例函數 )()(  k
x

k
xf   0|  xxA   0|  yyB  

二次函數

)0()( 2  acbxaxxf  
R  

當 0a 時，






 


a

bac
yyB

4

4
|

2

 

當 0a 時，






 


a

bac
yyB

4

4
|

2

 

函數除用符號 )(xf 表示外，還常 )(xg ， )(xF ， )(xG 等符號表示。硑究函數

常常用區間的概念。 

3.區間的概念和記號 

設a ，b 是兩個實數，而且，我們規定： 

(1)滿足不等式 bxa  的實數 x的集合叫閉區間，表示為 ba, ；  

(2)滿足不等式 bxa  的實數 x的集合叫開區間，表示為  ba, ； 

(3) 滿足不等式 bxa  或 bxa  的實數 x的集合叫半開半閉區間，表示為

 ba, ，  ba, 。 

 

這裏的實數a 與b 都叫做相應區間的端點。 

定義 名稱 符號 數軸表示 

 bxax |  閉區間  ba,  

 

 

 

 bxax |  開區間  ba,  
 

 

 

  

 

  



2015/2016 
參選編號：C014 

71 
 

 

 bxax |  
半開半閉區

間 
 ba,  

 

 

 

 bxax |  
半開半閉區

間 
 ba,  

 

 

 

實數集 R 也可以用區間表示為   , ，“”讀作“無窮大”，“  ”讀

作“負無窮大”，“  ”讀作“正無窮大”。我們還可以把滿足 ax  ， ax  ，

bx  ， bx   

的實數 x的集合分別表  ,a ，  ,a ，  b, ，  b, 。 

二、例題： 

例題 1：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 

(1)
 

 
2

1




x
xf  

(2)
 

  23  xxf  

(3)
 

 
x

xxf



2

1
1

 

解：(1)因為 02 x ，即 2x 時，分式 
2

1

x
沒有意義，而 2x 時，

2

1

x

有意義，所以，這個函數的定義域是 2xx 。 

(2)因為 023 x ，即
3

2
x 時，根式 23 x 沒有意義，而 023 x ，即

3

2
x 時，根式 23 x 才有意義。所以，這個函數的定義域是 








 ,

3

2
。 

(3)使根式 1x 有意義的實數 x的集合是 1xx ，使分式
x2

1
有意義的

實數 x的集合是 2xx 。所以這個函數的定義域是 

   21  xxxx  

    ,22,1  

三、鞏固練習： 

課本 55P ，練習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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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五、家課： 

課本 156P ，習題 1.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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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函數 

教學目標：理解同一函數的概念。 

教學重點：1.自變量與函數值間的關係。 

  2.理解靜與動的辨證關係，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和積極性。 

教學難點：培養學生抽象概括能力和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問題 1：函數的概念是怎樣的？ 

 

問題 2：函數的三要素是？ 

對應法則 f 、定義域 A、值域 Axxf |)(  

二、例題： 

例題 1：已知函數   253 2  xxxf ，求  3f ，  2f ，  af ，  1af 。 

解：   14235333 2 f
 

  2)2(5)2(32
2 f

 

2256 
 

258
 

  253 2  aaaf
 

  2)1(5)1(31 2  aaaf
 

255363
2  aaa

 
aa  2

3  

例題 2：已知函數  xf 的定義域是 R，   11
2  aaf ，若 Ra ，求的解析

式。 

解：設 1 at ，則 1 ta ，因為 Ra ，所以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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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1
2  aaf 可知   ttttf 21)1( 22  。即確定了一個實數集上的

對應關係 f ，表示函數值是自變量的平方減去自變量的兩倍。所以 

  Rxxxxf  ,22
 

 

問題 3： )(1 Rxy  是函數嗎？  

)(1 Rxy  是函數。因為對於實數集中的任何一個數，按對應法則“函數值

總是 1”，在中都有唯一確定的值 1 與它對應，所以是的函數。 

問題 4： xy  與
x

x
y

2

 是不是同一個函數？  

xy  與
x

x
y

2

 不是同一個函數。虽對應法則一樣， xy  的定義是 R ，而

x

x
y

2

 的定義是 0xx  

例題 3：下列函數中哪個與函數 xy  是同一個函數？ 

(1)
2

)( xy     (2)
33 )( xy     (3)

2
xy   

解：(1)
 

xxy  2
)(  ( 0x )，這個函數與函數 xy   ( Rx )虽然對應關

係相同，但是定義域不相同。所以這兩個函數不是同一個函數。 

(2)
 

xxy  33 )(  ( Rx )，這個函數與函數
 

xy   ( Rx )不僅對應關係相

同，而且定義域也相同。所以這兩個函數是同一個函數。 

(3)
 









0,

0,
2

xx

xx
xxy  

這個函數與函數 xy   ( Rx )的定義域都是實數集 R，但是當 0x 時它的對

應關係與函數 xy   ( Rx )不相同。所以，這兩個函數不是同一個函數。 

三、鞏固練習： 

課本 56P ，習題 1.2 ，4 。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五、家課： 

課本 56P ，習題 1.2 ，1，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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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函數 

教學目標：1.理解映射的概念及表示方法 

  2.重視基礎知識的教學、基本技能的訓練和能力的培養 

教學重點：理解象與原象的概念 

教學難點：會結合簡單的圖示，瞭解一一映射的概念。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今天學習映射，我們先看日常生活的例子。 

問題 1：假定我們有二組集合，{汽車}、{車牌號碼}和{學生}、{考試成績}，

它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問題 2：對於車輛：有可能一汽車兩車牌號碼？ 

一輛汽車只能有一個車牌號碼。 

問題 3：{學生}、{考試成績}呢？ 

學生考試的成績可能是從 0 分到 100 分，即：{0,1,2,3,……99,100}，也有可能分

{A,B,C,D,E}五個等級。甚至只分{及格,不及格}二個等級。但無論如何，每個考生

只對應一種成績。由此我們有二個映射的實例，第一個集合(汽車或學生)我們

稱為原象，它裡面的每一個元素，恰巧可對應第二集合中的其中一個元素。第

二個集合叫作象。 

二、新課教授 

如果將函數定義中的兩個非空數集擴展到任意元素的非空集合，我可以得到映

射的概念。 

映射的定義： 

設 A，B 是兩個非空的數集，如果按某個確定的對應關係 f ，使對於集合 A 中

的任何一個元素a ，在集合 B 中都有唯一確定的元素b 和它對應，那麼這樣的

對應叫做集合 A 到集合 B 的映射，記作 BAf : ，其中b 稱為象，a 稱為原

象。 

 

原象的每個元素可對應象集合的其中一個元素，原象的不同元素可以應象的相

同元素(例如有好幾個學生都考了同樣的分數)，不能使原象有某個元素無法對

應(某位考生沒有成績，只要參加考試，一定有成績，沒考試的學生要他補考，

得出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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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例題： 

例題 1：以下是不是映射？ 

 

圖(A)、(B)：符合映射的定義，圖(b)象某個元素沒有對應到也沒有關係。 

 

例題 2：以下是不是映射？ 

(C) 

 

(D) 

圖(C)、(D)：不是映射 

圖(C)因為原象有一個元素對應到象的二個元素(譬如有一輛汽車，它有二個車牌

號碼)，圖(D)也不是映射，因為原象有某個元素無法對應到象(譬如有一輛汽車，

沒有車牌號碼)。 

 

一對一配對或一對一對應 

二個集合間若一個集合的每個元素，與另一個集合相配對，則稱為一一配對的

集合。這二個集合的元素數目要一樣。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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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3：以下是一對一對應的映射嗎？ 

(E) (F) 

圖(E)是一對一對應的情況，如果把對應的箭頭倒轉，也就是原始集合和象集合

對調，如圖(F)，結果仍然是一對一對應。 

 

例題 4：以下是一對一對應的映射嗎？ 

 

(G) 

圖(G){自然數} {整數}是一對一映射，但不是一對一對應。 

四、鞏固練習： 

課本 57P ，習題 1.2 ，7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六、家課： 

課本 57P ，習題 1.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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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函數 

教學目標：掌握函數的解析法、列表法、圖像法三種主要表示方法。 

教學重點：認識函數的解析法、列表法、圖像法的優點。 

教學難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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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問題 1：如何判定兩個函數是否相同？ 

看定義域，對應法則是否相同。 

二、新課教授： 

問題 2：那麼函數的表示方法常用的有哪些呢？ 

1.解析法：就是把兩變量的函數關係，用一個等式來表示，這個等式叫做函數

的解析表逹式，簡稱解析式。如 2
rS  ， )0(2  acbxaxy 等。 

優點：簡明扼要；給自變量求函數值。 

 

2.列表法：就是列出表格來表示兩個變量的函數關係。如三角

函數表，“利息表”。 

優點：不需計算就可看出函數值。 

 

3.圖像法：就是用函數圖像表示兩個變量之間的關係。如氣象

局描繪溫度隨時間變的曲線。 

優點：直觀形象，反映兩個變量的變化趨勢。 

 

三、例題： 

例題 1：某種筆記本每個 5 元，買 })4,3,2,1{( xx 個筆記本的

錢數記為 y (元)。試寫出以 x自變量的函數 y 的解析式，並畫出

這個函數的圖像。 

解：這個函數的定義域是集合{1,2,3,4}，函數解析式為 })4,3,2,1{(,5  xxy  

它的圖像由 4 個孤立點組成，如右圖，這些點的坐標分別是， )5,1( ， )10,2( ， )15,3( ，

)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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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2：國內投寄信函(外埠)，郵資按下列規則計算： 

1.信函重量不超過 100g 時，每 20g 付郵資 80 分，即信函重量不超過 20g 付郵

資 80 分，信函重量超過 20g 但不超過 40g 付郵資 160 分，依此類推； 

2.信函質量大於 100g 且不超過 200g 時，每 100g 付郵資 200 分，即信函重量超

過 100g，但不超過 200g 付郵資(A+200)分(A 為重量等於 100G 的信函的郵資)，

信函質量超過 200g，但不超過 300g 付郵資(a+400)分，依此類推。 

設一封 x g )2000(  x 的信函應付的郵資為 y，試寫出以 x自變量的函數 y 的

解析式，並畫出這個函數的圖像。 

解：這個函數的定義域是 2000  xx ，函數的解析式為 






















].200,100(,600
],100,80(,400

],80,60(,320
],60,40(,240
],40,20(,160

],20,0(,80

x
x
x
x
x

x

y  

 

 

 

 

 

例題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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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依題意，即 










).100(6)4(

),010(6)4(
2

1

2

1

xxa

xxa
y  

由 10x ， 0y ，得
6

1
1 a ；由 10x ， 0y ，得

6

1
2 a 於是，所求函

數解析式是













).100(6)4(
6

1

),010(6)4(
6

1

2

2

xx

xx

y  

當 0x ，
3

10
y  

所以裝飾物的高度為
3

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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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鞏固練習： 

課本 61P ，練習 2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六、家課： 

課本 61P ，習題 2.2 ，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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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函數的單調性 

教學目標：1.鞏固函數單調性的概念； 

  2.熟練掌握證明函數單調性的方法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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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下圖是澳門在 7 月 6 日到 7 月 12 日一星期間的溫度變化，觀察圖形

能得到什麼訊息？ 

 

(1)當天的最高溫度、最低溫度； 

(2)在某日的溫度； 

(3)這一星期中某日溫度升到最高，某日溫度降低。 

在生活中，我們關心很多數據的變化規律，了解這些數據的變化規律，對我們

的生活是很有幫助的。 

問題 2：還能舉出生活中其它的數據變化情況嗎？ 

股票價格，燃油價格等。 

結論：用函數觀點看，其實就是隨自變量的變化，函數值是變大還是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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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課教授 

問題 1：分別作出函數 2 xy ， 2 xy ， 2xy  ，
x

y
1

 並觀察，自變

量變化時，函數值有什麼變化規律？ 

 
(1)函數 2 xy 在整個定義域內 y 隨 x的增大而增大； 

函數 2 xy 在整個定義域內 y 隨 x的增大而減小。 

(2)函數 2xy  在  ,0 上 y 隨 x的增大而增大； 

函數 2xy  在  0, 上 y 隨 x的增大而減小； 

(3)函數
x

y
1

 在  ,0 上 y 隨 x的增大而減小； 

函數
x

y
1

 在  0, 上 y 隨 x的增大而增大； 

引導學生進行分類描述(增函數，減函數)。同時明確函數的單調性是對定義域

內某個區間而言，是函數的局部性質。 

 

問題 2： 

能不能根據自己的理解說說什麼是增函數、減函數？ 

如果函數  xf 在某個區間上隨自變量 x的增大， y 也越來越大，我們說函數在

該區間上為增函數；如果函數  xf 在某個區間上隨自變量 x的增大， y 越來越

小，我們說函數在該區間上為減函數。 

 

這種認識是從圖像的角度得到的，是對函數單調性的直觀，描述性的認識。 

問題 3：下圖是函數 )0(
2

 x
x

xy 的圖像，能說出這個函數分別在哪個區間

為增函數和減函數嗎？ 

難以确定分界點的確切位置。 

通過討論，使學生感受到用函數圖像判斷函數

單調性虽然比較直觀，但有時不够精確，需要

結合解析式進行 

嚴密化，精確化的硑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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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如何從解析式的角度說明 2xy  在  ,0 上為增函數？ 

(1)在給定區間內取兩個數，例如 1 和 2，因為 22 21  ，所以 2xy  在  ,0 上

為增函數。 

(2)仿(1)，取很多組驗證均滿足，所以 2xy  在  ,0 上為增函數。 

(3)任取
1x ，

2x   ,0 ，且
21 xx  ，因為 0))(( 2121

2

2

2

1  xxxxxx ，

即
2

2

2

1 xx  ，所以 2xy  在  ,0 上為增函數。 

 

問題 5：你能用準確的數學符號語言表述出增函數的定義嗎？ 

增函數定義： 

設函數  xf 的定義域為 I ： 1x ， 2x ，當 21 xx  時，都有    
21 xfxf  ，那

麼就說  xf 在這區間上是增函數。 

類比出 

減函數定義： 

設函數  xf 的定義域為 I ： 1x ， 2x ，當 21 xx  時，都有    
21 xfxf  ，那

麼就說  xf 在這區間上是減函數。 

三、例題： 

例題 1：判斷題： 

(1)已知  
x

xf
1

 ，因為    21 ff  ，所以函數  xf 是增函數。 

(2)若函數  xf 滿足    32 ff  ，則函數  xf 在區間  3,2 上為增函數。 

(3) 若函數  xf 在區間  2,1 和  3,2 上均為增函數，則  xf 在間  3,1 上為增函

數。 

(4) 因為函數  
x

xf
1

 在區間  0, 和  ,0 上都是減函數，所以  
x

xf
1



在     ,00, 上是減函數。 

通過判斷題，强調三點： 

(1)單調性是對定義域內某個區間而言的，離開了定義域和相應區間就談不上單

調性。 

(2)對於某個具體函數的單調區間，可以是整個定義域(如一次函數)，可以是定

義域內某個區間(如二次函數)，也可以根本不單調(如常函數)。 

(3)函數在定義內的兩個區間 A，B 上都是增(或減)函數，一般不能認為函數在

BA 上是增(或減)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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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2：證明函數   23  xxf 在 R 上是增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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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3()()( 2121  xxxfxf
 

)(3 21 xx   

由 21 xx  ，得 021  xx  

於是 0)()( 21  xfxf  

即 )()( 21 xfxf   

所以，函數   23  xxf 在 R 上是增函數。 

四、鞏固練習： 

課本 66P ，練習1。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六、家課： 

課本 66P ，習題 3.2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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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函數的單調性 

教學目標：1.初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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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重點：複合函數單調性的概念、判斷及證明。 

教學難點：歸納抽象函數單調性的定義以及根據定義證明函數的單調性。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新課教授： 

複合函數的概念： 

已知函數 )(uf ，和 )(xgu  ， )(xgu  在區間 ),( ba 上具有單調性，當 ),( bax

時， ),( nmu 且 )(ufy  在 ),( nm 上也具有單調性，則複合函數 ))(( xgfy  在

區間 ),( ba 上具有單調性 

複合函數的單調規律： 

)(ufy   增↗ 減↘ 

)(xgu   增↗ 減↘ 增↗ 減↘ 

))(( xgfy   增↗ 減↘ 減↘ 增↗ 

總結：同增異減 

注：複合函數 ))(( xgfy  的單調調區間必須是其定義域的子集。 

二、例題： 

例題 1：已知函數 )(xf 在 R 上是增函數， )(xg 在 ],[ ba 上是減函數， 

求證： ))(( xgf 在 ],[ ba 上是減函數。 

證明：設
1x ，

2x ],[ ba ，且
21 xx  ， 

因為 )(xg 在 ],[ ba 上是單調递減 

所以 )()( 21 xgxg   

又因為 )(xf 在 R 上是單調递增 

又因為 Rxg )( 1 ， Rxg )( 2  

所以 ))(())(( 21 xgfxgf   

所以 ))(( xgf 在 ],[ ba 上是減函數。 

三、鞏固練習： 

仿例題 1，分別證明以下各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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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知函數 )(xf 在 R 上是增函數， )(xg 在 ],[ ba 上是增函數，求證： ))(( xgf

在 ],[ ba 上是增函數。 

(2) 已知函數 )(xf 在 R 上是減函數， )(xg 在 ],[ ba 上是增函數，求證： ))(( xgf

在 ],[ ba 上是減函數。 

(3) 已知函數 )(xf 在 R 上是減函數， )(xg 在 ],[ ba 上是減函數，求證： ))(( xgf

在 ],[ ba 上是增函數。 

 

例題 2： 

求函數 6)(
2  xxxf 的單調區間。 

解：先求 )(xf 的定義域，即 06
2  xx  

0)2)(3(  xx  

3x 或 2x  

6
2  xx 即

4

25
)

2

1
(

2 x  

當
2

1
x 時， 6

2  xx 為減 

當
2

1
x 時， 6

2  xx 為增 

又 uug )( 為增函數。 

所以函數 6)(
2  xxxf 的單調递減區間為 ]3,(  ； 

函數 6)(
2  xxxf 的單調區增區間為當為 ),2[  。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五、家課： 

課本 66P ，習題 3.2 ，7 。 

  



2015/2016 
參選編號：C014 

87 
 

2.4.1 反函數 

教學目標：1.理解反函數的概念，並能判定一個函數是存在反函數； 

  2.掌握求反函數的基本步驟，並能理解原函數和反函數之間的內在

聯繫； 

  3.掌握觀察、比較、分析、歸納等數學試驗硑事的方法。 

教學重點：反函數的概念及求法。 

教學難點：反函數定義域的確定。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問題 1：回憶函數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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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x  

問題 2：函數的三要素？ 

定義域、值域、對應法則。 

二、新課教授 

問題 3：數學中處處存在互逆現象，像原命題與逆命題等，那麼在函數中有沒

有這種現象呢？ 

炎夏是水果銷售旺季，藍莓是 15 元一盒，某人買了 x 盒，問他花了多少錢( y )？ 

xy 15  

問題 4：定義域呢？值域呢？ 

0x ， 0y  

問題 5：如果我們知道這客人付了 y元，那麼他買了多少盒( x )？ 

15

y
x  定義域： 0y ，值域： 0x  

 

問題 6：以上兩個函數有什麼關係？ 

反函數定義： 

一般地，設函數 ))(( Axxfy  ，設它的值域是 C，根據這個函數中 x， y

的關係，用 y把 x 表示出，得到  yx  。如果對於 y在 C 中的任何一個值，通

過  yx  ， x 在 A 中都有唯一的值和它對應，那麼，  yx  就表示 y 是自變

量，x是自變量 y的函數，這樣的函數   )( Cyyx  叫做函數 ))(( Axxfy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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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函數，記作 )(1 yfx  ，習慣上改寫成 )(1 xfy  。 

問題 7：根據反函數的定義，對於 ))(( Axxfy  ，這是用 x 表示 y的函數。那

麼根據這函數用 y來表示 x ，得到  yx  ，這是一個函數嗎？ 

是，根據定義它是一個函數。 

問題 8：買藍莓的例子 xy 15  ( 0x ， 0y )與
15

y
x   ( 0y ， 0x )是什麼關

係？ 

互為反函數。 

問題 9：以下是同一函數嗎？ 

)(56 Rxxy   

 )(56 Ryyx   

是。 

習慣上我們把 x稱為自變量， y 稱為因變量。所以可改為 )(1 xfy  。 

)(xfy   Ax  Cy  

   

)(
1

yfx
  Cy  Ax  

   

因變量 自變量 定義域 值域 

    

改為 )(1 xfy   Cx  Ay  

問題 10：如何求反函數？ 

三、例題： 

例題 1：求下列函數的反函數： 

(1) )(13 Rxxy   

(2) )(13 Rxxy   

(3) )0(1  xxy  

(4) Rx
x

x
y 




 (

1

32
，且 )1x  

解：(1)由 13  xy ，得
3

1


y
x ，所以，函數 )(13 Rxxy  的反函數是 

)(
3

1
Rx

y
x 


  

(2)由 13  xy ，得 3 1 yx ，所以，函數 )(13 Rxxy  的反函數是 

)(13 Rxxy   

(3)由 1 xy ，得 2
)1(  yx ，所以，函數 )0(1  xxy 的反函數是 

)1()1( 2  x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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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
1

32






x

x
y ，得

2

3






y

y
x ，所以，函數 Rx

x

x
y 




 (

1

32
，且 )1x 的反函數

是 

Rx
x

x
y 




 (

2

3
，且 )2x  

問題 10：由上面的解題過程我們能否得出求反函數的步驟？ 

結論：(1)反解：用 y把 x 表示出來； 

(2)互換：對調字母 x ， y； 

(3)注明：函數的定義域。 

注：(1)反函數的定義域由原來函數的值域得到，而不是由反函數的解析式得到。 

(2)求反函數前先判斷一下這個函數是否有反函數，即判斷映射是否是一對一對應的映射。 

四、鞏固練習： 

課本 70P ，練習1， 2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六、家課： 

課本 66P ，習題 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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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反函數 

教學目標：通過反函數概念的引入，函數及其反函數圖像特徵的主動探索，初

步學會自主地學習、獨立地探究問題。 

教學重點：反函數的圖像特徵。 

教學難點：反函數的圖像及其性質。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1)互為反函數的兩個函數與之間的關係： 

定義域、值域相反，對應法則互逆。 

(2)求反函數的步驟：一解，二換，三注明。 

(3)在平面直角座標係中： 

a. ),( yxA 點關於 x 軸對稱的點 ),( yxA   

b. ),( yxA 點關於 y 軸對稱的點 ),( yxA   

c. ),( yxA 點關於原點對稱的點 ),( yxA   

問題 1： ),( yxA 點關於 xy  對稱的點 B 的座標是？ 

我們已經知道兩個互為反函數的函數間有必然的聯係(在定義域、值域和對應法

則方面)。函數圖像是從“形”的方面反映這個函數的自變量 x 與因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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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圖像硑究，互為反函數的函數圖像間的關係。 

二、新課教授 

例題 1： 

求函數 )(23 Rxxy  的反函數，并且畫出原來的

函數和它的反函數的圖像。 

解：由 23  xy ，得
3

2


y
x ，所以，函數

)(23 Rxxy  的反函數是 

)(
3

2
Rx

x
y 


  

列表，畫出 )(23 Rxxy  及 )(
3

2
Rx

x
y 


 。 

結論：函數 )(xfy  的圖像和它的反函數 )(1 xfy  的圖像關於直線 xy  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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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命題成立：若兩個函數的圖像關係直線對稱，則這兩個函數一定是互為反函

數。 

應用：(1)利用對稱性作反函數的圖像 

若 )(xfy  的圖像已作出或比較好作，那麼它的反函數 )(1 xfy  的圖像可以由

)(xfy  的圖像關於直線 xy  對稱而得到； 

(2)求反函數的定義域求原函數的值域； 

(3)反函數的單調性與原函數的單調性相同。 

三、例題： 

例題 2：求函數 )0(
2  xxy 的反函數，并且畫出原來的函數利用其關於直線

xy  對稱而求出反函數的圖像。 

解：因為原函數的定義域是 0x ，值域是

0y ， 

所以由 2
xy  解出 yx  ， 

所以函數 )0(
2  xxy 的反函數是

)0(  xxy  

作 )0(
2  xxy 的圖像，再作函數關於直線

xy  的對稱曲線，即為 )0(  xxy 函數

的圖像。 

例題 3：求函數
23

85






x

x
y 的值域。 

分析：靈活運用互為反函數的兩個函數定義

域和值域之間的關係。 

解：因為
23

85






x

x
y ，所以

53

82






y

y
x ，所以

3

5
y  

所以函數的值域為









3

5
yy 。 

例題 4：已知   )1(
1

1
2




 x
x

xf ，求 









3

11
f 。 

解法一：  
2

1

1

x
yxf


 ，所以

y

y
x

12 
  

因為 1x ，所以
y

y
x

1
  

因為 1x ，所以 1
1




y

y
，所以 0y  

所以 )0(
1

)(
1 




x
x

x
xf ，所以 2

3

1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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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二：分析：由 )(xfy  與 )(1 xfy  互為反函數的關係可知：當 )(xfy  中

的 ax  時 by  ，則 )(1 xfy  ，當 bx  時 ay  ，即 

 
3

1

1

1
2





x

xf ，所以 31
2 x ， 4

2 x  

又因為 1x ，所以 2x 。 

解法二明顯比解法一簡便得多。 

四、鞏固練習： 

課本 71P ，習題 4.2 ， 2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六、家課： 

課本 71P ，習題 4.2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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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指數 

教學目標：1.理解方根的概念； 

  2.掌握整數指數冪和根式之間的互化； 

  3.培養學生觀察分析、抽象等的能力。 

教學重點：整數指數冪的理解； 

教學難點：分數指數冪概念的理解。 

教學方法：發現教學法。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問題 1：填表：整數指數幂 

(1) ______na *)( Nn  

(2) )0______(0  aa  

(3) _____na *),0( Nna   

習題： 

(1)  52
33 _____ 

(2) 52 )3( _____ 

(3) 5)3( xy _____ 

(4)  52
33 ______ 

總結：整數指數幂有下面的運算性質： 

(1) ______ nm aa  ),( Znm   

(2) ______)( nma  ),( Znm   

(3) ______)( n
ab  )( Zn  

(4) ____ nm aa  ),( Znm   

二、新課教授 

問題 2：填表： 

(1) 93
2  ， 3 是9 的_______根 

即 

39   

(2) 273
3  ， 3 是 27的_______根 ______ 3  

(3) 813
4  ， 3 是81的_______根 ______ 3  

(4) ax
n  *),1( Nnn  ， x 是a 的

_______根 

______ x  

a 的n次方根定義：如果 ax
n  ，那麼 x 叫做a 的n次方根，其中 *),1( Nnn   

 

根式定義：式子 n a 叫做根式，這裏n叫做根指數，a 叫做被開方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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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1) 25的平方根是_________ 

(2) 0 的七次方根是________ 

(3) 27 的立方根是________ 

(4) 32 的五次方根是______ 

(5) 16的四次方根是_______ 

(6) 6
a 的三次方根是________ 

得出性質： 

(1) n為奇數時：正數的n次方根為____數， 

負數的n次方根為______數。記作： n ax    

(2) n為偶數時，正數的n次方根有_____個(互為相反數)。記作： n ax    

(3) 負數_____偶次方根。 

(4) 0 的任何次方根為______。 

注：當 0a 時， 0n a ，表示算術根，所以 2164  表示16 的算術四次根， 

2164  表示16的四次根。 

根據n次方根的意義，可得 aa
nn )( ，但 n n

a 不一定等於a 。 

當n為奇數時， aa
n n  ； 

當n為偶數時，









)0(

)0(

aa

aa
aa

n n 。 

三、例題： 

例題 1：求下列各式的值： 

(1) 3 3
)8(  (3) 4 4)3(   

(2) 2)10(  (4) )()( 2 baba   

解：(1) 8)8(3 3   

(2) 1010)10(
2   

(3) 33)3(4 4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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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babababa   

問題 4：上題若 )( ba  ，則 )()()(
2

baabbababa   

例題 2：求 246347625  的值。 

解：原式

222222
)2(242)4()3(342)4()2(232)3( 

 

222
)24()34()23(   

223223   

22  

四、鞏固練習： 

計算： 

(1) 5 243  (3) 4 4
)7(  

(2) )0(
3 6 xx  (4) 63 125.132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六、家課： 

課本 77P ，習題 5.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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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指數 

教學目標：1.理解分數指數冪的概念； 

  2.掌握指數冪和根式之間的互化； 

  3.掌握分數指數冪的運算性質。 

教學重點：掌握並運用分數指數冪的運算性質。 

教學難點：分數指數冪概念的理解。 

教學方法：發現教學法。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當n為奇數時， aa
n n  ；當n為偶數時，










)0(

)0(

aa

aa
aa

n n 。 

問題 1： _______
5 10 a ； _______

3 12 a  

二、新課教授 

問題 2：填表 )0( a ： 

(1)
(_)

(_)

25 55 10 (____) aaa   (3)
(_)

(_)

5210 (____) aaa   

(2)
(_)

(_)

43 33 12 (____) aaa   (4)
(_)

(_)

326 (____) aaa   

問題 3：根據上題的結果填表： 

(1)
(_)

(_)

3 2 aa   )0( a  (3) (_)

(_)

4 5 cc  )0( c  

(2) 
(_)

(_)

bb  )0( b  (4) 
(_)

(_)

3 3 cd  )0( d  

為此，我們規定 

(1)正數的正分數指數冪的意義： 

n mn

m

aa  0( a ，m ， *
Nn ，且 )1n  

(2)正數的負分數指數冪的意義： 

n

m

n

m

a

a
1




0( a ，m ， *
Nn ，且 )1n  

(3) 0 的正分數指數冪等於0 ，0 的負分數指數冪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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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理指數冪的運算性質： 

),,0_______( Qsraaa sr   

),,0______()( Qsraa sr   

 

三、例題： 

例題 1：求值： 

(1) 3

2

8  (2) 
2

1

100


 (3) 

3

4

1










 (4)

 

4

3

81

16










 

解：(1) 422)2(8 23

2
3

3

2

33

2




 

(2) 
10

1
1010)10(100

1
)

2

1
(2

2

1

22

1

 


 

(3) 6422)2()
4

1
(

6)3()2(323    

(4) 
8

27
)

3

2
()

3

2
()

81

16
(

3
)

4

3
(4

4

3

 


 

例題 2：用分數指數冪的形式表示下列各式：(式中 0a )： 

aa 2 ， 3 23
aa  ， aa  

解： 2

5

2

1
2

2

1

22 aaaaaa 


 

3

11

3

2
3

3

2

33 23 aaaaaa 


 

4

3

2

1

2

3

2

1

2

1

)()( aaaaaa   

四、鞏固練習： 

課本 76P ，練習1， 2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六、家課： 

課本 77P ，習題 5.2 ， 2 ， 3 。 

  

),0,0_______()( Qrbaab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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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指數 

教學目標：1 理解掌握分數指數冪的意義並能進行基本運算。 

  2.訓練學生思維的靈活性。 

教學重點：掌握並運用分數指數冪的運算性質。 

教學難點：分數指數冪的意義及其運算根據。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n mn

m

aa  ，
n

m

n

m

a

a
1




0( a ，m ， *
Nn ，且 )1n  

二、例題： 

例題 1：計算下列各式(式中字母都是正數)： 

(1) )3()6)(2( 6

5

6

1

3

1

2

1

2

1

3

2

bababa   (2) 
88

3

4

1

)(


nm  

解：(1) )3()6)(2( 6

5

6

1

3

1

2

1

2

1

3

2

bababa   

6

5

3

1

2

1

6

1

2

1

3

2

)]3()6(2[


 ba  

0
4ab  

a4  

(2) 
88

3

4

1

)(


nm  

88

3

84

1

)()(


 nm  

32  nm  

3

2

n

m
  

例題 2：計算下列各式： 

(1) 
43 5)12525(   (2) )0(

3 2

2

a
aa

a
 

解：(1) 
43 5)1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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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2

3

3

2

5)55(   

4

1

2

3

4

1

3

2

5555   

4

1

2

3

4

1

3

2

55


  

4

5

12

5

55   

412 5
555   

(2) 
3 2

2

aa

a
 

3

2

2

1

2

aa

a
  

3

2

2

1
2 

 a  

6

5

a  

6 5
a  

例題 3：已知 32

1

2

1




aa 求下列各式的值： 

(1) 1 aa  (2) 22  aa  (3) 

2

1

2

1

2

3

2

3









aa

aa
 

解：(1) 7232)( 222

1

2

1

1 


 aaaa  

(2) 47272)(
22122  

aaaa  

(3) 

2

1

2

1

22

1

2

1

2

1

22

1

2

1

2

1

2

1

2

1

2

3

2

3

])())[((


















aa

aaaaaa

aa

aa
 

22

1

2

1

2

1

22

1

)()(


 aaaa  

1
1

 aa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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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鞏固練習： 

課本 77P ，練習 3 ，4 。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五、家課： 

課本 77P ，習題 5.2 ，5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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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指數函數 

教學目標：使學生理解指數函數的定義， 

教學重點：指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教學難點：底數的變化對函數性質的影響，突破難點的關鍵是利用多媒體動感

顯示，通過顏色的區別，加深其感性認識。 

教學方法：發現教學法、比較法、討論法。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動手折紙，觀察對折次數與所得紙的層數的關係，得出折一次為 2 層

紙，折兩次為 22 層紙，折三次為 32 層紙求對折次數 x 與所得紙的層數 y 的關

係式。 

折次數 x  1 2 3 4 5 x  

層數 y        

)0(2  xy x  

 

問題 2：《莊子·天下篇》中寫道：“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請你寫

出取 x次後木棰的剩留量 y 與 x 的函數關係式。 

取次數 x  1 2 3 4 5 x  

剩留量 y        

)0(
2

1









 xy

x

 

二、新課教授： 

指數函數的概念： 

定義：函數 0(  aay x 且 )1a 叫做指數函數，其中 x 是自變量，函數的定義

域是 R 。注：(1)它與冪函數的區別：冪函數的底數是自變量；指數函數的指數是自變量； 

(2)指數函數的定義域是 R ； 

(3)指數函數的底數 0a ，且 1a ； 

(4)
xay   0( a 且 )1a 亦是指數函數。 

問題 3：為什麼指數函數 xay  的底數a 要滿足 0a ，且 1a  

(1)當 0a 時， xa 不一定有意義，如 2

1

)2(  

(2)當 0a 時， x
0 不一定有意義，如 00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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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 1a 時， 11  xy 是常數函數， 

以上三種情況都不利於我們硑究指數函數，所以規定 0a ，且 1a  

問題 4：下列哪些是指數函數？ 

(1) xy 2  (6) 12  xy  

(2) xy  2  (7) xy 23  

(3) x
y 2  (8) 1

2
 x

y  

(4) xy )2(  (9) 23

x

y   

(5) 3xy   (10) 1y  

指數函數的圖像： 

用“描點法”畫出 xy 2 、
x

y 









2

1
、 xy 3 和

x

y 









3

1
的圖像。 

(學生分小組，每人各畫一個函數的圖像，展示學生成果。如下。) 

 

問題 5：四個圖像有何共同特點？ 

它們的圖像都在 x 軸的上方，且都過同一個點 )1,0( 。 

圖像在 x軸上方說明 0y ，向下與 x 軸無限接近；過點 )1,0( 說明 0x 時，

1y 。 

問題 6：再看看它們有何不同之處？ 

當底數為 2 ， 3 時，函數圖像上升，為增函數。 

當底數為
2

1
，

3

1
時，函數圖像下降，為減函數。 

根據我們上面共同發現的指數函數的圖像特徵，你能否概括出指數函數的性

質？ 
xay   1a  10  a  

圖 像 
  

函

數

性

定義域  

值域  

單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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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函數值 

的變化 
   

 

三、例題： 

例題 1：比較下列各題中兩個值的大小： 

(1) 
5.27.1 和 3

7.1  (2) 
1.08.0  和 2.08.0   (3) 

3.07.1 和 1.39.0  

解：(1)考察指數函數 xy 7.1 ，由於底數 17.1  ，所以指數函數 xy 7.1 在 R 上

是增函數。 

又因為 35.2   

所以 35.2
7.17.1  。 

(2)考察指數函數 xy 8.0 ，由於底數 18.00  ，所以指數函數 xy 8.0 在 R 上

是減函數。 

又因為 2.01.0   

所以 2.01.0
8.08.0
  。 

(3)由指數函數的性質知 

17.17.1
03.0   

19.09.0
01.3   

所以 1.33.0
9.07.1  。 

四、鞏固練習： 

課本 81P ，習題 6.2 ， )2,1(2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六、家課： 

課本 82P ，習題 6.2 ， )4,3(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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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指數函數 

教學目標：初步掌握指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教學重點：運用指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教學難點：求函數的定義域和值域。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xay   1a  10  a  

圖 像 

 
 

函

數

性

質 

定義域 R  

值域 ),0(   

過點 過點 )1,0( ，即 0x 時， 1y 。 

單調性  在 R 上是增函數 在 R 上是減函數 

二、例題：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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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設這種物質量初的品質是 1，經過 x 年，剩留

量是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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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y 84.0  

根據這個函數關係式可以清單如下： 



2015/2016 
參選編號：C014 

105 
 

x 0 1 2 3 4 5 6 

y 1 0.84 0.71 0.59 0.50 0.42 0.35 

畫出指數函數 xy 84.0 的圖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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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題 2：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 

(1)
x

y

1

3

1








  (2) 12

5
 x

y  

分析：(1)只要指數位置上的
x

1
有意義，則原函數有意義。 

(2)只要指數位置上的 12 x  有意義，則原函數有意義。 

解：(1)使
x

1
有意義，即 0x ， 

所以原函數的定義域為 Rxxx  ,0 。 

(2) 使 12 x 有意義，即 012 x ，
2

1
x  

所以原函數的定義域為









2

1
xx 。 

 

例題 3：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和值域： 

(1)
x

ay  1  (2)
3

1

2

1 











x

y  

解：(1)要使函數有意義，必須 01  x
a ，即 1x

a

 當 1a 時， 0x ；  

當 10  a 時， 0x ；  

因為 0x
a ，所以 110  x

a ，所以值域為 10  y 。 

(2)要使函數有意義，必須 03 x ，即 3x

 

因為 0
3

1


x
，所以 1

2

1

2

1
0

3

1




















x

y ，所以值域為 ),1()1,0(  。 

三、鞏固練習： 

課本 81P ，練習 2 。 



2015/2016 
參選編號：C014 

106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五、家課： 

課本 81P ，習題 6.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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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指數函數 

教學目標：通過定義的引入，圖像特徵的觀察、發現過程使學生懂得理論與 

實踐的辯證關係，適時滲透分類討論的數學思想，培養學生的探索

發現能力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重點：1.掌握指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2.掌握函數平移的規律。 

教學難點：熟練複合函數的單調性。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指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xay   1a  10  a  

圖 像 

 
 

函

數

性

質 

定義域 R  

值域 ),0(   

過點 過點 )1,0( ，即 0x 時， 1y 。 

單調性  在 R 上是增函數 在 R 上是減函數 

二、例題： 

例題 1：求函數
xx

y

2
2

2

1










 的單調區間。 

解：用複合函數的單調性： 

設： 1)1(2 22  xxxu ，則
u

y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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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任意的
211 xx  ，有

21 uu  ，又因為
u

y 









2

1
是減函數， 

所以
21 yy  ，所以

xx

y

2
2

2

1










 在 ],1(  是減函數； 

對任意的 121  xx ，有
21 uu  ，又因為

u

y 









2

1
是減函數 

所以
21 yy  ，所以

xx

y

2
2

2

1










 在 ]1,( 是增函數。 

復合函數單調性的規律見下表： 

)(ufy   增↗ 減↘ 

)(xgu   增↗ 減↘ 增↗ 減↘ 

))(( xgfy   增↗ 減↘ 減↘ 增↗ 

 

例題 2：說明下列函數的圖像與指數函數 xy 2 的圖像的關係，並畫出它的們

的示意圖： 

(1) 1
2

 x
y  (2)

 

22  xy  

解： 

(1)將指數函數 xy 2 的圖像向左平行移動 1 個單位長度，

就得到函數 1
2

 x
y 的圖像。 

 

(2)將指數函數 x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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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mx
y

 2 與 xy 2 的關係： 

(1)當 m______時，將指數函數 xy 2 的圖像向______平

行移動 m 個單位長度，就得到函數 mx
y

 2 的圖像； 

(2)當 m______時，將指數函數 xy 2 的圖像向______平

行移動 m 個單位長度，就得到函數 mx
y

 2 的圖像。 

 

例題 3：說明下列函數的圖像與指數函數 x
y 2 的圖像的關係。 

(1) 12  xy  (2)

 

12  x
y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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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像。 

 

結論： hy x  2 與 x
y 2 的關係： 

(1)當 h______時，將指數函數 x
y 2 的圖像向______平行移動 h 個單位長度，

就得到函數 hy x  2 的圖像； 

(2)當 h______時，將指數函數 x
y 2 的圖像向______平行移動 h 個單位長度，

就得到函數 hy x  2 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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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題，這種方法我們遇到的有以下幾種形式： 

函 數 )(xfy   

)( axfy   
0a 時，向左平移a 個單位； 0a 時，向右平移 a 個單位。 

axfy  )(  
0a 時，向上平移a 個單位； 0a 時，向下平移 a 個單位。 

)( xfy   )( xfy  與 )(xfy  的圖像關於 y 軸對稱。 

)(xfy   )(xfy  與 )(xfy  的圖像關於 x 軸對稱。 

)( xfy   )( xfy  與 )(xfy  的圖像關於原點軸對稱。 

)(1 xfy   )(1 xfy  與 )(xfy  的圖像關於直線 xy  對稱。 

三、鞏固練習： 

(1)由 x
y 2 的圖像怎樣得到 42  xy ， 52  xy 的圖像？ 

(2)為了得到 22 3  xy 的圖像，只需把 x
y 2 的圖像如何變換？ 

(3).函數 12
1  x

y 的圖像可由函數 x
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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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x  25 的圖像不經過第二象限，則 b 的取值範圍是______。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五、家課： 

課本 82P ，習題 6.2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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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對數 

教學目標：1.能正確說出對數的意義； 

  2.熟練對數基本運算。 

教學重點：引起演算對數算式之興趣。 

教學難點：能正確說出對數可運算的範圍。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西元 1554 年，Michael Stifel 在“整數算術”一書中寫出兩個數列： 

a   2  1  0  1  2  3  4  5   x   y   yx   

a2   

4

1
 

2

1
 

1  2  4  8  16  32   M   N   NM   

現在想要計算 NM  ，如果能得知 x， y的值(或是近似值)，根據指數律可知：

x
M 2 ， yN 2 

yxyx
NM

 222 因此只要能得出上表就可得出 yx  所

對的 NM  值這樣想法經過數學化之後就形成了對數的概念。 

二、新課教授： 

對數的概念： 

給定底數 2，大家知道 2 的 3 次方等於8。反過來說，如果已知8，我們想知道8

是的 2 幾次方，這等於求方程式 82 x 的解，通常以符號 8log2 表示之，即

8log3 2 。 

82
3     38log2   

10010
2     2100log10   

33 2

1

  
  

2

1
3log3   

 

定義：一般地，如果  1,0  aaa 的b 次冪等於 N ，就是 N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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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過說，若 bNa log ，則 Na
b  ，即 Na

Na 
log 。 

關於 Nalog 這個符號： 

正如我們對於 2 的了解，它是一個無理數，我們可以對它作如下的描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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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一個正數，而這個正數的平方等於 2。而 Nalog 我們也可以作如下的描述：

Nalog 代表一個數 r ，而a 的 r 次方等於 N ，用符號 Na
Na 

log 來表示。 

問題 1：當 yx
aa  ， yx  成立嗎？ 

不成立 

 

問題 2：定義中，為何a 要大於0 ，不等於1 呢？ 

我們在討論指數 xa 時，a 必須大於0，所以規定對數時，我們也假設 0a ，因

為 0a ， 0x
a 所以只有正數的對數才有意義。因此b 必須大於0，當 1a 時，

因為 11
2  ， 11

3  ，那麼 1log1 到底要代表 2 或是 3 呢？這就無法定義清楚了，

所以我們不以1 為底數。 

 

問題 3：由於 1
0 a ， aa 1

0( a ，且 )1a 寫出它們的對數形式。 

 

結論： 

(1) Nalog 有意義 0,1,0  Naa  

(2) bNa log  Na
b   Na

Na 
log  

(3) 01log a )10(  aa 且  

(4) 1log aa )10(  aa 且  

 

問題 4：常用對數： 5log10 簡記為________； 5.3log10 簡記為________。 

 

問題 5：自然對數： 3loge 簡記為_________； 10loge 簡記為_________。 

三、例題： 

例題 1：將下列指數式寫成對數式： 

(1) 6255
4   (2) 

64

1
2

6 
 (3) 273 a  (4) 73.5

3

1









m

 

解 ： (1) 

4625log5   
(2) 6

64

1
log2   (3) 27log3  (4) m73.5log

3

1
 

例題 2：將下列對數式寫成指數式： 

(1) 416log
2

1   
(2) 7128log2   (3) 2lg 01.0   (4) 303.210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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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1) 16
2

1
4











 (2) 1282
7   (3) 01.010

2   (4) 10
303.2 e  

例題 3：求下列各式的值： 

(1) 1log3  (2)
2

1
log 5.0  (3) 8log2

 (4) 10

1

10 1000log  (5) 8log4  (6) 5log22  

解： 

(1) 0  (2) 1  (3) 
2

3
 (4) 

10

3
 (5) 

2

3
 (6) 5  

四、鞏固練習： 

課本 85P ，練習1， 2 ， 3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六、家課： 

課本 87P ，習題 7.2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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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對數 

教學目標：理解對數運算之各性質(對數律)。 

教學重點：1.能正確敘述並運用內相乘的對數值等於對數值外相加的性質； 

  2.能正確敘述並運用內相除的對數值等於對數值外相減的性質； 

  3.能正確敘述並運用內乘方的對數值等於次方與底數之對數值相乘

的性質。 

教學難點：正確運用公式計算。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1)對數定義是？底數的範圍是？真數的範圍是？ 

(2) ______1log a ， ________log aa 0( a ，且 )1a 。 

(3) _____
log


Naa 0( a ，且 )1a 。 

(4)指數的運算法則： ),______( Rnmaa nm   

  ),_______()( Rnma nm   

 

二、新課教授： 

問題 1：前面學習了對數的概念，如果看到 bNa log 這個式子會有何聯想？ 

(1) 0a  (2) 1a  (3) 0N  (3) Na
b   

概念上來說，對數與指數是同一件事，從運算上它們互為逆運算的關係，既然

是一種運算，自然有相應的運算法則問題 2： 16log2log 22  等於 18log2 嗎？ 

不等 

問題 3：計算 16log2log 22  ， 32log2 ，發現了甚麼？ 54116log2log 22   

532log2   

即 32log16log2log 222   

問題 4：猜想  NM aa loglog ？ 

問題 5：同理猜想  NM aa loglog ？ 

結論： 

對數的運算性質： 

若 0a ， 1a ， 0M ， 0N ，那麼 

(1) NMMN aaa loglog)(log   

(2) NM
N

M
aaa logloglog   

)________()( Rnab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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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oglog
n

RnMnM aa   

證明：(1)設 pMa log ， qNa log  

由對數的定義可以得 
p

aM  ，N= qaN   

所以 qpqp
aaaNM

  

所以 qpMNa )(log ， 

即證得 NMMN aaa loglog)(log  。 

 

同理可證性質(2)。 

 

(3)設 pMa log  

由對數定義可以得 p
aM  ， 

      npn
aM  ， 

     npM
n

a log ， 

即證得 MnM aa loglog
n   

三、例題： 

例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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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x
y

x
aaa logloglog      (    ) 

(7) xnx a

n

a log)(log      (    ) 

例題 2：用 xalog ， yalog ， zalog 表示下列各式： 

(1)
z

xy
alog  (2) 

3

2

log
z

yx
a  

解：(1) zyxzxy
z

xy
aaaaaa loglogloglog)(log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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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2

3

2

log)(loglog zyx
z

yx
aaa   

32
logloglog zyx aaa   

zyx aaa log
3

1
log

2

1
log2   

例題 3：求下列各式的值： 

(1) )24(log
57

2   (2) 5 100lg  

(3) 

18lg7lg
3

7
lg214lg   

解：(1) 5

2

7

2

57

2 2log4log)24(log   

2log54log7 22   

191527   

(2) 
5

2
10lg

5

2
10lg

5

1
100lg

25   

(3) 18lg7lg
3

7
lg214lg   

  01lg
1849

7914
lg187

3

7
14lg

2














  

四、鞏固練習： 

課本 87P ，練習 2 ， 3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六、家課： 

課本 87P ，習題 7.2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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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對數 

教學目標：1.增進演算對數算式的能力； 

  2.能注意聽講及細心演算對數。 

教學重點：1.能正確敘述並運用對數換底的性質； 

  2. 能正確敘述並運用對數連鎖的性質。 

教學難點：能正確運用公式計算。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對數的運算性質： 

若 0a ， 1a ， 0M ， 0N ，那麼 

(1) NMMN aaa loglog)(log   

(2) NM
N

M
aaa logloglog   

(3) )(loglog
n

RnMnM aa   

二、新課教授： 

(1)換底公式：
a

b
b

c

c

a
log

log
log  ( 0c ， 1c ) 

(2)連鎖公式： 1logloglog  acb cba  

證明：(1)設 xba log ， 則 ba
x   

兩邊取以 c為底的對數： baxba ccc

x

c loglogloglog   

即
a

b
x

c

c

log

log
  

所以
a

b
b

c

c

a
log

log
log  。 

(2) 1
lg

lg

lg

lg

lg

lg
logloglog 

c

a

b

c

a

b
acb cba

。 

73＋log1＋log

73＋log
＝

7)3(2log

7)(2log
＝

42log

56log

22

2

2

3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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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例題： 

例題 1：若 a3log2 ， b7log3 ，以a ，b 表示 56log42 。 

解：利用換底公式，取 2 當新的底數 

原式
7log3log1

7log3

7log3log2log

7log2log3

)732(log

)72(log

42log

56log

22

2

222

22

2

3

2

2

2














  

又 ba  7log3log7log 322  

所以
ba

ab






1

3
56log42 。 

例題 2：設a ，b ， c，d 為實數且不等於 1，由 32 ca  ， 52 ec  ，求

edcb dcba loglogloglog  的值。 

解：已知




















5

2

2

3

25

32

ce

ca

ce

ca
 

原式
15

4
log

2

3
5

2

loglog 5

2

2

3  cce c

c

a  

四、鞏固練習： 

(1) 

3lg3
16

15
lg45lg8lg21

32

25
lg128lg2lg5lg

2

1





 

(2)
 

)2log4)(log9log3(log 9342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六、家課： 

(1) 已知 x2lg 及 y3lg ，試以 x 和 y 表示 240lg 。 

(2) 已知 a3log5 及 b5log7 ，試以a 和b 表示 25log63 。 

(3) 計算 49log5log64log3log 53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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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對數函數 

教學目標：了解對數函數的性質。 

教學重點：增進圖形演練能力。 

教學難點：能描繪對數函數的圖形。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指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xay   1a  10  a  

圖 像 

 
 

函

數

性

質 

定義域 R  

值域 ),0(   

過點 過點 )1,0( ，即 0x 時， 1y 。 

單調性  在 R 上是增函數 在 R 上是減函數 

二、新課教授： 

問題 1：指數函數和對數函數有甚麼關係？ 

互為反函數 

問題 2：互為反函數的函數圖像關於甚麼對稱？ 

關於直線 xy  對稱 

因此，只要將 xay  之圖形對直線 xy  作鏡射， 

所得的像即是之圖形 xy 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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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根據反函數的概念，我們可以由指數函數來定義對數函數嗎？ 

對數函數定義： 

一般地，函數 xy alog  0( a 且 )1a 叫做對數函數，它是指數函數 xay 

0( a 且 )1a 的反函數。 

問題 4：根據指數函數與對數函數為反函數填寫下表： 

(提示指數函數的定義域，值域是對數函數的值域，定義域。) 

xy alog  1a  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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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像 

 
 

函

數

性

質 

定義域  

值域  

過點  

單調性    

三、例題： 

例題 1：下列哪些是對數函數？ 

 

(1) xy 3log  (3) )1(lg  xxy  

(2) xy )4(log   (4) xy a )1(log  其中 )1( a 且 )2( a  

例題 2：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 

(1)
 

2log xy a  

(2)
 

)4(log xy a   

(3)
 

)9(log 2xy a   

解：(1)因為 0
2 x ，即 0x ，所以函數 2log xy a 的定義域是 0| xx ； 

(2)因為 04  x ，即 4x ，所以函數 )4(log xy a  的定義域是 4| xx ； 

(3)因為 09
2  x ，即 33  x ，所以函數 )9(log 2xy a  的定義域是

 33|  xx ； 

四、鞏固練習： 

課本 94P ，練習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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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六、家課： 

課本 94P ，習題 8.2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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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對數函數 

教學目標：了解對數函數圖形的變化。 

教學重點：能分辨對數函數的圖形長相、及其各種特性。 

教學難點：能說明不同對數函數數學式及圖形的變化關係。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xy alog  1a  10  a  

圖 像 

  

函

數

性

質 

定義域 ),0(   

值域 R  

過點 過點 )0,1( ，即 1x 時， 0y 。 

單調性  在 ),0(  上是增函數 在 ),0(  上是減函數 

二、例題： 

例題 1：比較下列各組數中兩個值的大小： 

(1) 4.3log2 ， 5.8log2 ； 

(2) 8.1log 3.0 ， 7.2log 3.0 ； 

(3) 1.5loga ， 9.5loga )1,0(  aa 。 

解：(1)考察對數函數 xy 2log ，因為它的底數 12  ，所以它在 ),0(  上是增

函數，於是 5.8log4.3log 22  。 

(2)考查對數函數 xy 3.0log ，因為它的底數 3.0 ，即 13.00  ，所以它在 ),0( 

上是減函數，於是 7.2log8.1log 3.03.0  。 

(3) 對數函數的增減性決定於對數的底數是大於1，還是小於1，而已知條件中

並未明確指出底數a 與1 哪個大，因此需要對底數進行討論： 

當 1a 時，函數 xy alog 在 ),0(  上是增函數，於是 9.5log1.5log aa  ；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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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10  a 時，函數 xy alog 在 ),0(  上是減函數，於是 9.5log1.5log aa  。 

問題 1：兩個同底數的對數比較大小的一般步驟是甚麼？ 

注：對未明確指定時，要分情況對底數進行討論來比較兩個對數的大小。 

問題 2：當兩個底數不相同的對數，應如何比較其大小呢？ 

例題 2：比較下列各組數中兩個值的大小： 

(1) 7log6 ， 6log7 ； 

(2) 3log ， 8.0log2 ； 

解：(1)因為 16log7log 66   

17log6log 77   

所以 6log7log 76  。 

(2)因為 01loglog 33   

01log8.0log 22   

所以 8.0loglog 23  。 

注：當不能直接進行比較時，可在兩個對數中間插入一個已知數(如 1 或 0 等)間接比較上述兩

個對數的大小。 

三、鞏固練習： 

課本 94P ，練習 3 。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五、家課： 

課本 94P ，習題 8.2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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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函數的應用舉例 

教學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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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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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埴寫以下兩表： 

(1)指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xay  )1,0(  aa  
xay   1a  10  a  

圖 像 

 
 

函

數

性

質 

定義域  

值域  

過點  

單調性   

 

(2)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 xy alog )1,0(  aa  

xy alog  1a  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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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像 

  

函

數

性

質 

定義域  

值域  

過點  

單調性   

二、例題：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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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已知本金為a 元， 

1 期後的本利和 )1(1 raraay   

2 期後的本利和 2

2 )1()1()1( rarraray   

3 期後的本利和 3

3 )1( ray   

x期後，本利和為： xray )1(   

將 1000a 元， %25.2r ， 5x 代入上式得 
55 0225.11000%)25.21(1000 y  

由計算機算得： 68.1117y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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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題 2：已知某商品的價格上漲 %x ，銷售的數量就減少 %kx ，其中 k 為正常

數， 

(1)當
2

1
k 時，該商品的價格上漲多少，就能使銷售的總金額最大？ 

(2)如果適當的漲價，能使銷售總金額增加，求 k 的取值範圍。 

解：(1)設商品現在定價a ，賣出的數量為b 個。 

由題設：當價格上漲 %x 時，銷售總額為 %)1()%1( kxbxay   

即 ]10000)1(100[
10000

2  xkkx
ab

y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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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2

1
k 得， ]22500)50([

10000

2  x
ab

y  

當 50x 時，
8

9
max

ab
y   

即該商品的價格上漲 %50 時，銷售總金額最大。 

(2)因為二次函數 ]10000)1(100[
10000

2  xkkx
ab

y  

在 ]
)1(50

,(
k

k
 上递增，在 ),

)1(50
[ 



k

k
上递減 

所以適當地漲價，即
k

k
x

)1(50
0


  

就是當 10  k ，能使銷售總金額增加。 

三、鞏固練習： 

課本 98P ，練習1， 2 。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五、家課： 

課本 99P ，練習 3 ，4 。 

課本 99P ，習題 9.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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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函數的應用舉例 

教學目標：1.掌握“物理現象”等應用問題的解法； 

  2.掌握根據已知條件建立函數關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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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類型：新授課。 

一、例題： 

例題 1：設在海拔 x  m 處的大氣壓強是 y  Pa， y 與 x  之間的函數關係式

是 kx
cey  ，其中 c，k 為常量，已知某地某天在海平面的大氣壓為 5

1001.1 

Pa，1000  m 高空的大氣壓為 5
1090.0  Pa，求600  m 高空的大氣壓強。(結果

保留 3 個有效數字)。 

解：將 0x ， 51001.1 y ； 1000x ， 5
1090.0 y ， 代入 kx

cey  得：  












10005

05

1090.0

1001.1
k

k

ce

ce
   

得







k

ce

c
10005

5

1090.0

1001.1
 

 將 5
1001.1 c 代入 k

ce
10005

1090.0  得 
k

e
100055

1001.11090.0  ， 

所以
01.1

90.0
ln

1000

1
k  

計算得： 4
1015.1

k  

所以 x
ey

41015.15
1001.1

  

將 600x 代入上述函數式得 

6001015.15 4

1001.1
 

 ey   

由計算機得 510943.0 y (Pa) 

答：在 600 m 高空的大氣壓約為 5
10943.0  Pa。 

例題 2：設磷−32 經過一天的衰變，其殘留量為原來的 95．27%。現有 10 g 磷

−32，設每天的衰變速度不變，經過 14 天衰變還剩下多少克（精確到 0.01g)？ 

分析：殘留量為原來的 95.27%的意思是，如果原來的磷−32 為10  (g)，經過一

天的衰變後，殘留量為 %27.951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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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設 10g 磷−32 經過 x 天衰變，殘留量為 y  g。依題意可以得到經過 x 天衰

變，殘留量函數為 xy 9527.010  

故經過 14 天衰變，殘留量為 07.59527.010 14 y  (g) 

答：經過 14 天，磷−32 還剩下 5.07g。 

二、鞏固練習： 

課本 98P ，習題 9.2 ，1。 

三、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 

四、家課： 

課本 99P ，習題 9.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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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A 函數的複習課 

教學目標：重溫函數、反函數、指數函數及對數函數。 

教學重點：熟練函數、反函數、指數函數及對數函數。 

教學難點：函數的性質。 

授課類型：練習課。 

教學過程： 

一、填充題： 

(1). x
x

y 


 6
3

1
的定義域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4log 2

3

1  xy 的定義域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 

(3). 
2

1






x

x
y 的值域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12  xxy 的值域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已知函數 13)12( 2  xxxf ，則 )(x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162 24  xxy 是______________(奇/偶)函數，圖像是關於 

______________對稱的。 

(7). 比較兩數的大小：(a) 3.03.0  _____ 1.03.0       (b) 5log9 _____ 9log8   

(@1.5%) 

二、選擇題： 

(1)下列函數中哪個與 xy  是同一函數？ 

A. 2xy   B. 3 3xy   C. 
x

x
y

2

  D.  2xy   

(2)函數 xxf 3log)(  ，則 )3(1f 的值為？ 

A. 1 B. 3 C. 9 D. 27 

(3)函數 baxy  與 63  xy 關於 xy  對稱，則 a，b 的值為？ 

A. 2,
3

1
 ba  B. 2,

3

1
 ba  C. 2,3  ba  D. 2,3  ba  

三、已知 2)( 2  xxf ，求 )2(f 、 )1(f  及 ))(( x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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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列函數的反函數： 

(1) 2
3

1
3 




x
y   Rx       (2) 

1

23






x

x
y   1x  

 

 

 

 

 

 

 

五、判斷以下函數的奇偶性 

(1) xxy  3          (2) xxy  11  

 

 

 

 

 

 

六、求下列函數之單調區間。 

(1) 

xx

y

22

4

1










          (2) 

 34log 2

3  xxy  

 

 

 

 

 

 

七、判斷函數 2
1

)( 
x

xf 在  0, 上是增函數還是減函數？並證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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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數列 

3.1.1 數列 

教學目標：1.理解數列及其有關概念，理解數列和函數之間的關係； 

  2.理解數列的通項公式，並會用通項公式寫出數列的任意一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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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重點：數列及其有關概念，通項公式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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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式和討論式相結合，類比教學。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國際象棋的棋盤上共有 8 行 8 列，構成 64 個格子，國際象棋起源於古

代印度，有這樣一個傳說。國王要獎賞國際象棋的發明者，問他有什麼要求，

發明者說：“請在棋盤的第 1 格放上 1 顆麥粒，在棋盤的第 2 格放上 2 顆麥粒，

在棋盤的第 3 格放上 4 顆麥粒，棋盤的第 4 格放上 8 顆麥粒，依此類推，直到

第 64 格。”國王覺得這並不是很難辦到的事，就同意了。你覺得國王辦得到嗎？ 

學生思考得出：1， 12 ， 22 ， 32 ，， 632  

 

問題 2：觀察下列一些數，它們有什麼共同等徵？ 

(1)
 

02 ， 12 ， 22 ， 32 ，， 632  

(2)
 

1， 2 ，3， 4 ，5   

(3)
 

5， 4 ，3， 2 ，1  

(4)
 

1， 1 ，1， 1 ，1  

(5)
 

3，3，3，3，3，
  

(6)
 

2 ，3， 4 ，5，6 ，
 

(7)
 

1，
2

1
，

3

1
，

4

1
，

5

1
， 

(8)
 
15，5，16，16， 28   

 

數列：按一定次序排成的一列數。 

問題 3：上題中(2)
 

1，2，3，4，5和(3)
 

5，4，3，2，1中是同一數列嗎?(不

是，次序不一) 

問題 4：(5)
 

3，3，3，3，3，是數列嗎？(是，數字可重複) 

數列的項：數列中的每一個數都叫做這個數列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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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6)
 

2 ，3， 4 ，5，6 ，中首項是多少？6 是第幾項？ 

數列的一般形式可以寫成  ,,,,, 321 naaaa ，其中 na 是數列的第 n 項。有時我

們把上面的數列簡記作 na 。 

通項公式：如果數列 na 的第 n 項 na 與 n 之間的關系可以用一個公式來示，那

麼這個公式就叫做這個數列的通項公式。 

問題 6：(7) 1，
2

1
，

3

1
，

4

1
，

5

1
，中的通項公式是？  

 

 

 

 

 

 

問題 7：(1)
 

02 ， 12 ， 22 ， 32 ，， 632 中的通項公式是？ 

 

問題 8：(8) 15，5，16，16，28有通項公式嗎？ 

並不是所有數列均有通項公式。 

有窮數列：項數有限的數列。如(1)，(2)，(3)，(5) ，(8)。 

無窮數列：項數無限的數列。如(4)，(6)，(7)。 

递增數列：從第 2 項起，每一項都大於它的前一項的數列叫做递增數列。如(1)，

(2)，(6)。 

递減數列：從第 2 項起，每一項都小於它的前一項的數列叫做递減數列。如(3)，

(7)。 

從函數的觀點來看，數列可以看作是一個定義域為正整數集 *N  (或它的有限子

 1，2， n )的函數當自變量從小到大依次取值時對應的一列函數值，而數

列的通項公式也就是相應函數的解析式。 

序號 1 2 3 4 5 

           

項 

1

1
 

2

1
 

3

1
 

4

1
 

5

1
 

序號 1 2 3  64 

          

項 02  
12  

22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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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例題： 

例題 1：根據下面數列 na 的通項公式，寫出它的前 5 項： 

(1)
1


n

n
an

； (2) na n

n  )1( ； 

解：(1)在通項公式中依次取 1n ， 2 ，3， 4 ，5，得到數列 na 的前 5 項為 

2

1
，

3

2
，

4

3
，

5

4
，

6

5
； 

(2)在通項公式中依次取 1n ， 2 ，3， 4 ，5，得到數列 na 的前 5 項為 

1 ， 2 ， 3 ， 4 ， 5 。 

注：在數列中出現正負正負情況，取 n)1( ；出現負正負正情況，取 1)1(  n 。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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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4 ，6 ，8； 

(2) 1，3，5，7 ； 

(3) 
2

122 
，

3

132 
，

4

142 
，

5

152 
； 

(4) 
21

1


 ，

32

1


，

43

1


 ，

54

1


。  

解：(1) 

nan 2  

 

 

 

 

 

注：偶數表逹式為 n2   

(2) 

12  nan
 

 

 

 

 

 

注：比上題小 1，奇數表逹式為 12 n 。 

(3) 

序號 1 2 3 4 

         

項 12

 

22

 

32

 

42

 

序號 1 2 3 4 

         

項 112 

 

122 

 

132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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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2






n

n
an  

 

 

 

 

 

(4) 

)1(

)1(






nn
a

n

n
 

 

 

 

 

三、鞏固練習： 

課本 120P ，練習 2 ， 3 ，4 。 

四、課堂小結： 

數列的基本概念。 

五、家課： 

課本 122P ，練習 1.3 ，1， 2 。 

  

序號 1 2 3 4 

         

項 

11

1)11( 2





 

12

1)12( 2





 

13

1)13( 2





 

14

1)14( 2





 

序號 1 2 3 4 

         

項 

21

)1( 1




 

32

)1( 2




 

43

)1( 3




 

54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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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數列 

教學目標：會根據递推公式求出數列中的項，並能運用累加、累乘、待定系數

等方法求數到的通項公式。 

教學重點：根據數列的递推關係式求通項公式。 

教學難點：由递推公式求通項公式。 

教學方法：啟發式和討論式相結合，類比教學。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1.寫出下列各數列的一個通項公式： 

(1) 9 ，99 ，999 ，9999， ； 110  n

na  

(2) 3 ，5 ，9 ，17， 33 ，； 12  n

na  

(3) 1， 7 ，13， 19 ，25， 31 ，

； 
)56()1(  na

n

n  

(4) 0 ，1 ，0 ，1 ，0 ，； 
2

)1(1
n

na


  

(5) 
3

2
，

15

4
，

35

6
，

63

8
，

99

10
，； 

)12)(12(

2




nn

n
an

 

二、新課教授： 

問題 1：已知數列：1，2，3，4，，n，每一項與它的前一項有什麼關係，

用式子表示？ 

11 a  

11  nn aa )2( n  

按以上式子，知道首項就可求出其它各項，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學的递推公式。 

定義：已知數列 na 的第 1 項(或前n項)，任一項
na 與它的前一項

1na (或前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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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列的递推公式。 

递推公式也是定義數列的一種方式。 

問題 2：求递推公式：








 )72(1

4

1

1

naa

a

nn

的通項公式？ 

即求數列4 ，5 ，6 ，，10的通項公式 

所以 3 nan )71(  n  

三、例題： 

例題 1：根據下列递推公式寫出數列的前五項，並分別寫出它們的一個通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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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 01 a ， )12(1  naa nn
 

(2) 11 a ，
2

2

2

1



a

a
a n

n  

解：(1) 01 a ， 1112  aa ， 4323  aa ， 9534  aa ，

16745  aa 數列的前五項是0 ，1 ，4 ，9 ，16，所以數列的一個通項公

式是 2
)1(  nan  

(2) 11 a ，
3

2

2

2

1

1

2 



a

a
a ，

4

2

2

2

2

2

3 



a

a
a ，

5

2

2

2

3

3

4 



a

a
a ，

6

2

2

2

4

4

5 



a

a
a

數列的前五項是
2

2
，

3

2
，

4

2
，

5

2
，

6

2
，所以數列的一個通項公式是

1

2




n
an  

例題 2：數列 na 的通項公式為
1

2




n
an

，通過等式
1 nnn aab 構造新的數

列 
nb ，寫出

nb ，並寫出它的前五項。 

解：
)2)(1(

2

2

2

1

2










nnnn
bn  

所以
3

1
1 b ，

6

1
2 b ， 

10

1
3 b ， 

15

1
4 b ，

21

1
5 b ，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22P ，練習1 ， 2 ， 3 。 

五、課堂小結： 

數列的基本概念。 

六、家課： 

課本 122P ，練習 1.3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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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等差數列 

教學目標：1.要求學生掌握等差數列的概念； 

    2.等差數列的通項公式，並能用來解決有關問題。 

教學重點：1.能證明數列為等差數列； 

    2.等差數列的通項公式。 

教學難點：等差數列“等差”的特點，公差是每一項(從第 2 項起)與它的前一項

的差。 

教學方法：啟發式和討論式相結合，類比教學。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觀察下列數列，它們的共通點是？ 

(1) 1，3， 5，7 ，9，11， 

(2) 18，15，12，9，6 ，3，  

(3) 1，1，1，1，1，1， 

(4) 3， 0 ， 3 ， 6 ， 9 ， 12 ，  

共通點：從第二項起，每一項與它的前一項的差是常數。 

二、新課教授： 

等差數列：如果一數列從第 2 項起，每一項與它的前一項的差等於同一個常數，

那麼這個數列就叫等差數列。即 daa nn  1
，  *,2 Nnn   

問題 2：1， 2 ， 4 ，7 ， 11， 16， 此數列是等差數列嗎？(不是) 

注：從第 2 項起，每一項與它的前一項的差盡管等於一個常數，這個數列不一定是等差數列。

定義中“同一個常數”中“同一個”十分重要。 

 

公差：該常數叫做等差數列的公差，公差通常用字母 d 表示。 

問題 3：問題 1 中各題的公差是多少？是怎樣求得的 

注：從第二項起，每一項減前一項，絶不可顛倒減數與被減數。 

 

常數列：當 0d ，數列為常數列。如(3) 

递增數列：當 0d ，數列為递增數列。如(1)。 

递減數列：當 0d ，數列為递減數列。如(2)，(4)。 

 

問題 4： 

已知等差數列 1a ， 2a ， 3a ，， na ， 



2015/2016 
參選編號：C014 

138 
 

____12  aa  

即 

____12  aa  

____23  aa  
daaa ______ 123   

____34  aa  daaa _______ 134   

    

____1  nn aa  daan _______1   

由此而得到 

等差數列的通項公式 1： dnaan )1(1   

 

問題 5：由上式得 dnaa n )1(1   

當 mn  ，得 dmaa m )1(1   

dmnadndmadnaa mmn )()1()1()1(1   

等差數列的通項公式 2： dmnaa mn )(   

三、例題： 

例題 1：(1)求等差數列 8，5，2…的第 20 項 

(2) 401 是不是等差數列 5 ， 9 ， 13 ，的項？如果是，是第幾項？ 

解：(1)由 81 a ， 35285 d ， 20n ，得 

49)3()120(820 a  

(2)由 51 a ， 4)5(9 d  

得到這數列通項公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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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這個關於n的方程，得 100n ，即 401 是這個數

列的第 100 項。 

例題 2：在等差數列 na 中，已知 105 a ， 3112 a ，求 1a 與公差 d 。 

解法一：由題意可知 








3111
104

1

1

da
da

解方程組得







3
21

d
a  

解法二：因為 daa 7512   

 d71031   

  3d  

又因為 daa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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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 1  a  

  21 a  

例題 3：梯子的最高一級寛 33cm，最低一級寛 110 cm，中間還有 10 級，各級

的寛度成等差數列。計算中間各級的寛度。 

解：由已知條件，有 331 a ， 11012 a ， 12n ， 

由通項公式，得 daa )112(112   

即 d1133110   

解得 7d  

因此 402 a ， 473 a ， 544 a ， 615 a ， 686 a ， 757 a ， 828 a ， 899 a ，

9610 a ， 10311 a 。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26P ，練習1， 2 。 

五、課堂小結： 

兩個等差數列的通項公式，及其應用。 

六、家課：  

課本 127P ，習題 2.3 ，1 ，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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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等差數列 

教學目標：1.要求學生掌握等差中項的概念； 

    2.等差中項的公式，並能用來解決有關問題。 

教學重點：1.等差中項的應用； 

    2.等差中項的性質。 

教學難點：等差中項的性質的運用。 

教學方法：啟發式和討論式相結合，類比教學。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1) 等差數列的通項公式 1： dnaan )1(1   

(2) 數列
4

1
，

2

1
，

4

3
，1 ， 是等差數列嗎？它的通項公式是什麼？ 

二、新課教授： 

問題 1：在以下的兩個數之間，插入一個數使這三個數成為一個等差數列： 

(1) 
5 ，_____，9  

(2) 
6 ，_____，6  

(3) a ，_____，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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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a，A，b 成等差數列，得 

AbaA 
 

所以
2

ba
A


  

反過來，如果
2

ba
A


 ，那麼 baA 2 ， AbaA  ，即 a，A，b 成等差

數列。 

 

問題 2：數列：2，4，6，8，10，12，14…中 

8 是_____和_____的等差中項，_____和_____的等差中項，即

________53  aa  

10 是_____和_____的等差中項，_____和_____的等差中項，即

________64  aa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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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差數列中，若 qpnm  ，則 qpnm aaaa  ( m ，n， p， *
Nq ，)  

三、例題： 

例題 1：在等差數列 na 中，若 1372  aa ， 54 a 求 5a ， 11a 。 

解：在等差數列 na 中 

135472  aaaa  

85 a  

所以 35845  aad  

所以 263757411  daa  

例題 2：等差數列 na 中， 12531  aaa ，且 80531  aaa 求通項 na 。 

解： 351 2aaa   

所以 123 3 a  

 43 a  

所以







8
20

51

51

aa
aa

 

所以








2

10

5

1

a

a
或









10

2

5

1

a

a
 

所以 133  nan 或 53  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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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a ＋ 5a ＋ 6a ＋ 7a ＝450，求 2a ＋ 8a 。 

五、課堂小結： 

等差中項的性質，及其應用。 

六、家課：  

(1)在等差數列 na 中，若 65 a ， 158 a ，求 14a 。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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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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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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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等差數列的前n項和 

教學目標：1.探索並掌握等差數列的前 n項和公式； 

  2.理解等差數列前 n項和公式推導的過程； 

  3.能在具體的問題情境中，發現數列的等差關係並能用有關知識解

決相應的問題。 

教學重點：學會用公式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教學難點：等差數列前 n項和公式推導思路的獲得。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高斯的故事： 

高斯－被譽為「數學王子」的德國大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 

高斯很小時就有很快的計算能力。當他還在小學讀書時，有一天，算術老師要

求全班同學算出以下的算式： 

1 + 2 + 3 + 4 + ....+ 98 + 99 + 100 = ? 

在老師把問題講完不久，高斯就在他的小石板上端端正正地寫下答 

案 5050，而其他孩子算到頭昏腦脹，還是算不出來。最後只有高斯 

的答案是正確無誤。 

原來  1 +100= 101 

    2 + 99 = 101 

    3 + 98 = 101 

     . 

     . 

     . 

    50 +51 = 101 

前後兩項兩兩相加，就成了 50 對和都是 101 的配對了 

即 101 × 50 = 5050。 

二、教授新課 

問題 1：上面的問題，同學可以看出 100,99,,3,2,1  是什麼數列？首

項是多少？公差是多少？ 

問題 2：計算 ?10099321    

1 + 2 + 3 +  + 99 +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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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99 + 98 +  + 2 + 1 (2) 

 

把(1)+ (2)得到： 5050
2

)1100(100
10099321 


   

問題 2：計算 ?1321  nn  

1 + 2 + 3 +  + n-1 + n (1) 

n + n-1 + n-3 +  + 2 + 1 (2) 

把(1)+ (2)得到：
2

)1(
1321




nn
nn  

 

等差數列 na 的前 n 項和：等差數列 na 的前 n 項和為 nS ，即

nn aaaS  21  

等差數列 na 的前 n 項和公式 1：
2

)( 1 n
n

aan
S


  

證明： nn aaaS  21  

1aSn   + 2a  + 3a  +  + 1na  + na  (1) 

nn aS   + 1na  + 2na  +  + 2a  + 1a  (2) 

把(1)+ (2)得到： 

)()()()(2 23121 nnnnnn aaaaaaaaS     

根據等差數列 na 的通項公式 

  23121 nnn aaaaaa  

)(2 1 nn aanS   

2

)( 1 n
n

aan
S


  

注：公式 1 中需要知邊什麼條件？ 

等差數列 na 的前 n 項和公式 2：
2

)( 1 n
n

aan
S


  

dnaa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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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上式則 d
nn

naSn
2

)1(
1




 

注：公式 2 中需要知邊什麼條件？ 

三、例題： 

例題 1：某長跑運動員 7 天裏每天的訓練量(單位：m)是： 

7500 8000 8500 9000 9500 10000 10500 

這位長跑運動員 7 天共跑了多少米？ 

分析：先觀察該 7 個數是成等差數列，應用公式 1 較為方便。 

解： 7n ， 75001 a ， 105007 a
 

63000
2

)105007500(7
7 


S  

答：這位長跑運動員 7 天共跑了 63000 米。 

例題 2：等差數列 10 ， 6 ， 2 ， 2 ，前多少項的和是 54？ 

分析：此題不知 na 為多少，應使用公式 2。 

解：設該等差數列前 n 項和為 nS ，則 101 a ， 4)10(6 d ， 54nS
 

544
2

)1(
)10( 




nn
n

 

整理得 02762  nn  

解得 91 n ， 32 n  (捨去)
  

因此等差數列 10 ， 6 ， 2 ， 2 ，前 9 項的和是 54。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31P ，練習1。 

五、課堂小結： 

兩個等差數列的前 n 項和公式，及其應用。 

六、家課： 

課本 131P ，練習 2 ， 3 。 

課本 132P ，習題 3.3 ， 2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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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等差數列的前n項和 

教學目標：1.進一步熟練掌握等差數列的通項公式和前 n 項和公式； 

  2.了解等差數列的規律並會用它們解決一些相關問題； 

  3.會利用等差數列通頸公式與前項和公式硑究最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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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上節課學習了 

等差數列的前 n 項和公式 1：           

等差數列的前 n 項和公式 2：           

二、例題： 

例題 1：求集合  100,7 *  mNnnmmM 且 中元素的個數，並求這些元素

的和。 

解：由 1007 n  

得 
7

100
n   

即
7

2
14n  

由於滿足上面不等式的正整數 n 共有 14 個，所以集合 M 中的元素共有 14 個， 

即 7，14，21，，98。 

即 171 a ， 9814 a  

735
2

)9817(14



nS  

答：集合 M 共有 14 個元素，它們的和為 735。 

例題 2：已知一個等差數列的前 10 項是 310，前 20 項的和是 1220，由此可以

確定求其前 n 項和的公式嗎？ 

分析：把已知條件代入等差數列前 n 項和的公式後，可得到兩個關於
1a 與d 的

關係式，然後確定
1a 與 d ，從而得到所求前 n 項和的公式。 

解： 31010 S ， 12202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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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122019020

3104510

1

1

da

da
 

解方程組得








6

41

d

a
 

∴ nn
nn

nSn 


 236
2

)1(
4  

這就是說，已知 10S 與 20S 可以確定這個數列的前 n 項和的公式，這個公式是

nnSn  23 。 

例題 3：設等差數列 na 的前 n 項和為
nS 。已知： 123 a ， 012 S ， 013 S 。 

(1) 求公差的範圍； 

(2) 指出
1S ，

2S ，
 
，

12S 中哪一個最大，並說明理由。 

解：(1)依題意得


















0
2

1213
13

0
2

1112
12

113

112

daS

daS

 

所以








06

0112

1

1

da

da

 

因為 12213  daa 所以 da 2121  代入上式 

得








0412

0724

d

d
 

所以 3
7

24
 d

。 

(2)由 0d 可知：該數列是递減數列，所以當 121  n ， Nn 中 0na 且

01 na 時， nS 最大。因為 0)(6 7612  aaS ， 013 713  aS ，所以 07 a ，

076  aa ，所以在
1S ，

2S ，
 
，

12S 中
6S 的值最大值

 

三、鞏固練習： 

課本 131P ，練習 4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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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堂小結： 

等差數列的前 n 項和公式及其應用。 

五、家課： 

課本 132P ，習題 3.3 ，5，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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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等比數列 

教學目標：1.正確理解等比數列的定義，理解公比的概念； 

  2.明確一個數列是等比數列的限定條件，能根據定義判斷一個數列

是等比數列。 

教學重點：等比數列定義的歸納及運用。 

教學難點：正確理解等比數列的定義，根據定義判斷或證明某些數列是否為等

比數列。 

教學方法：啟發式和討論式相結合，類比教學。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等差數列的定義： daa nn  1
，  *,2 Nnn   

等差數列是一類特殊的數列，現實生活中，除了等差數列，我們還會遇到下列

一類特殊的數列。 

二、情景引入： 

還記得國際象棋發明者的故事嗎？得出以下一個數列 

(1)
 

02 ， 12 ， 22 ， 32 ，， 632  

某市近十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從 2000 億元開始，每年以 10%的速度增長，近十

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單位：億元)分別是： 

(2)
 

2000， 1.12000 ， 21.12000 ，， 91.12000  

某種車購買時的價格是 10 萬元，每年的折舊率是 15%，這輛車各年開始時的

會值(單位：萬元)分別是： 

(3)
 
10， 85.010 ， 285.010 ， 385.010 。 

觀察數列(1)每一項起，每一項與前一項的比都等於 2； 

觀察數列(2)每一項起，每一項與前一項的比都等於 1.1； 

觀察數列(3)每一項起，每一項與前一項的比都等於 0.85。 

按等差數列的定義，試歸納等比數列的定義。 

等比數列：如果一數列從第 2 項起，每一項與它的前一項的比等於同一個常數，

那麼這個數列就叫等比數列。即 q
a

a

n

n 
1

，  *,2 Nnn   

公比：該常數叫做等比數列的公比，公比通常用字母 q 表示( 0q )。 

 

常數列：當 1q ，該數列為常數列。 

 

等比數列的通項公式： 1

1

 n

n qaa ，  01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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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等比數列的定義，有： 

q
a

a


1

2
 

即 qaa  12 ； 

3a    q    q    ； 

4a    q    q    ； 

 

na    q    q    。 

疊乘法： mn

mn qaa  ，  nm   

三、例題： 

例題 1：判斷下列數列是否為等比數列？若是，找出公比，不是請說明理由。 

(1) 1， 4 ，16，32。  

(2) 0 ， 2 ， 4 ，6 ，8。 

(3) 1， 10 ，100， 1000 ，10000。 

(4) 81， 27，9，3，1。 

(5) a ， a ， a ， a ， a 。 

 

例題 2：培育水稻新品種，如果第一代得到 120 粒種子，並且從第一代起，由

以後各代的每一粒子都可以得到下一代的 120 粒種子，到第 5 代大約可以得到

這個新品種的種子多少粒(保留兩個有效數字)？ 

解：依題意為等比數列， 1201 a ， 120q
 

1015

5 105.2120120  a
 

答：約可得到 10105.2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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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解：設這個等比數列的第 1 項是
1a ，公比是 q ，且 123 a ， 184 a 那麼 

2

3

3

4 
a

a
q

 

qaa  13 12
 

12
2

3
1 a

 

3

16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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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3

3

16
12  qaa

 

答：這個數列的第 1 項與 2 項分別是
3

16
，8。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38P ，練習1。 

五、課堂小結： 

等比數列通項公式及其應用。 

六、家課： 

課本 138P ，練習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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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等比數列 

教學目標：1.理解等比數列在生活中的應用。 

  2.通過對等比數列概念的歸納，培養學生嚴密的思維習慣； 

  3.通過對等比數列的研究，逐步培養學生觀察、類比、歸納、猜想

等思維能力並進一步培養學生善於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重點：會用不同方法判斷是否等比數列，求等比中項。 

教學難點：會運用公式解決問題。 

教學方法：啟發式和討論式相結合，類比教學。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等差數列 等比數列 

定義： daa nn  1  q
a

a

n

n 
1

 

通項公式： 
dnaan )1(1   1

1

 n

n qaa  

中項： 

2

ba
A




 

 

二、新課教授 

問題 1：按等差中項的概念，怎樣推導出等比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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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叫做 a 與 b 的等比中項。 abG   (a 與 b 同號)  

如果 G 是 a 與 b 的等比中項，那麼
G

b

a

G
 ，即 

abG 2

 

abG 
 

反過來，若 a 與 b 同號 abG  或 abG  ，即 abG 2 ，那麼 G 是 a 與 b 的

等比中項。 

例如：一等比數列為 2、4、8。 

2
4

8

2

4
  

G

b

a

G
公比  

16822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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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82 G  

問題 2：等比數列中，如何把
2a 以

1a 與
3a 表示？ 

11 aa  ， 1

12 qaa  ， 2

13 qaa   

又 2

11

2

2 qaaa   

31

2

2 aaa   

即 312 aaa   

問題 3：判斷是否等比數列的方法有哪幾種？ 

(1) 定義法：利用
1n

n

a

a
是否是一個與 n 無關的常數。 

(2) 中項公式法：判斷
na 與

11   nn aa 的關係。 

(3) 通項公式法：判斷 1

1

 n

n qaa  

三、例題： 

例題 1：有四個數，前三個成等比數列，其積 216，後三個數成等差數列，其

平方和為 56，求這四個數。 

解：依題意設前三個數為
q

a
， a，aq  

則 216 aqa
q

a
 

得 6q

 應用等差數列中項公式設後三個數為6 ， q ， 612 q  

則 56)612()6(6 222  qq  

得
15

2
1 q ，

3

2
2 q  

則四個數分別為 45，6 ，
5

4
，

5

22
 或9，6 ， 4 ， 2 。

 

注：(1)等比數列中若三個數成等比數列，可以設為 a ， aq ， 
2aq 或

q

a
， a ， aq

。
 

(2)等比數列中若四個數成等比數列，不能設為
3q

a
，

q

a
，aq ， 3aq 因為這種設法表示公比大

於零。 

 

例題 2：已知 na 、 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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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nb 的首項為

1b ，公比為 q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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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列 nn ba  的第 n 項與第 n+1 項分別為 1

1

1

1

  nn qbpa 與 nn qbpa  11
，即為

1

11 )( npqba 與 npqba )(11
因為 pq

pqba

pqba

ba

ba
n

n

nn

nn 







1

11

11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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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38P ，練習5 。 

五、課堂小結 ：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138P ，習題1，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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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等比數列的前 n 項和 

教學目標：1.探索並掌握等比數列的前 n項和公式； 

  2.理解等差數列前比項和公式推導的過程； 

  3.能在具體的問題情境中，發現數列的等比關係並能用有關知識解

決相應的問題。 

教學重點：學會用公式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教學難點：等比數列前 n項和公式推導思路的獲得。 

教學方法：啟發式和討論式相結合，類比教學。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1)等比數列 na 的通項公式： 1

1

 n

n qaa  

(2)等比中項： abG    

二、新課教授： 

回想最初學習數列時，如何求數列1 ， 2 ，4 ，8 ，， 62
2 ， 63

2 的和 

問題 1：觀察這是什麼數列？有何特徵？ 

是以 1 為首項、2 為公比的等比數列的前 64 項的和： 

6362

64 228421  S  

全式乘以公比 2，則 

646362

64 2228422  S  

對比(1)式，(2)式則發現除首和尾項其餘皆相等 

6362

64 228421  S  
(1) 

642S   
646362

222842    
(2) 

則(2)式減(1)式得 

12
64

64 S  

上題所用的是“錯項相減法” 

問題 2：試以錯項相減法推導等比數列前 n 項和公式？ 

設有等比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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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1 naaaa ， 

它的前 n 項和是 nn aaaS  21  

根據等比數列的通項公式，上式可寫成 

 

(1)式乘以 q，則得 

 

對比(1)式，(2)式則發現除首和尾項其餘皆相等 

1

1

2

1

2

111

  nn

n qaqaqaqaaS   
(1) 

nnn

n qaqaqaqaqaqS 1

1

1

2

1

2

11    (2) 

則(1)式減(2)式得 

n

n qaaSq 11)1(   

當 1q 時，等比數列 na 的前 n 項和的公式(1)：
q

qa
S

n

n





1

)1(1
 

因為
qaqqaqa n

nn  
)(

1

11  

所以面的公式還可以寫成 

當 1q 時，等比數列 na 的前 n 項和的公式(2)：
q

qaa
S n

n





1

1
 

注：(1)每式均有 4 個變量，知道其中 3 個可求得另一量。 

(2)知道 n 時用公式(1)；知道時 na 用公式(2) 

問題 3：應用公式求數列1 ， 2 ，4 ，8 ，， 62
2 ， 63

2 的和 

11 a ， 2q ， 64n 所以 

12
21

)21(1 64
64

64 



S  

問題 4：求數列3，3，3，3，3，前 20 項和？ 

此題公比 1q ，不可應用以上兩公式，但易知答案為 6032020 S
 

問題 5：當 1q 時，如何求等比數列 na 的前 n 項和？ 

由上題得知當 1q 時，等比數列 na 的前 n 項和的公式： 1na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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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例題： 

例題 1：求等比數列
2

1
，

4

1
，

8

1
，的前 8 項的和。 

解：由
2

1
1 a ， 

2

1

2

1

4

1
q ， 8n ，得 

256

255

2

1
1

2

1
1

2

1
8

8 
























S

 

例題 2：求 ?2222
32  n

 

解：觀察此數列是 21 a ， 2222 q ，
n

na 2 的等比數列 

22
21

222 1 



 n

n

nS

 
例題 3：求等比數列1 ， 2 ，4 ，從第 5 項到第 10 項的和。 

解： 1023
21

)21(1 10

10 



S

 

15
21

)21(1 4

4 



S

 

1008151023410  SS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43P ，練習1 。 

五、課堂小結 ：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143P ，練習 )2.(2 ，習題 5.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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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等比數列的前 n 項和 

教學目標：1.進一步熟練掌握等比數列的通項公式和前 n 項和公式； 

  2.了解等比數列的規律並會用它們解決一些相關問題； 

  3.會利用等比數列通頸公式與前項和公式硑究最值問題。 

教學重點：熟練掌握等比數列的求和公式。 

教學難點：靈活應用求和公式解決問題。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等比數列 na 的前 n 項和的公式： 

(1) 當 1q 時，
 q

qa
S

n

n





1

)1(1
或

 q

qaa
S n

n





1

1
 

(2) 當 1q 時，
 1naSn   

二、例題： 

例題 1：某商場第 1 年銷售電腦 5000 台，如果平均每年的銷售量比上一年增加

10%，那麼從第 1 年起，約幾內可使總銷售量逹 30000 台(保留到個位)？ 

解：根據題意，即 50001 a ， 1.1%101 q  ， 30000nS  

30000
1.11

)1.11(5000




 n

 

6.11.1 n

 
6.1lg1.1lg n

 

5
041.0

20.0

1.1lg

6.1lg
n

 

答：約 5 年內可以使總銷售量逹 30000 台。 

 

例題 2：求和： 



























n

n

y
x

y
x

y
x

111
2

2  )1,1,0(  yxx 。 

分析：上面各個括號內的式子均由兩項組成，其中各括號內的前一項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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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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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當 1,1,0  yxx 時， 





























n

n

y
x

y
x

y
x

111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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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題 3：已知 nS 是等比數列 na 的前 n 項和， 3S ， 9S ， 6S 成等差數列，求證 2a ，

8a ， 5a 成等差數列。 

分析：由 3S ， 9S ， 6S 成等差數列，得 963 2SSS  ，要證 2a ， 8a ， 5a 成等

差數列，只要證 852 2aaa   

證明：若 1q ，則 13 3aS  ， 16 6aS  ， 19 9aS  ，由 01 a ，得 963 2SSS  ，

與題設矛盾，所以 1q  

由 963 2SSS  ，得 

 
q

qa

q

qa

q

qa















1

)1(2

1

)1(

1

)1(
9

1

6

1

3

1

 

963 2qqq 
 

由 0q ，得 63 21 qq 
 

8

7

1

6

1

3

1

4

1152 22)2()1( aqaqqaqqaqaqaaa 
 

所以 2a ， 8a ， 5a 成等差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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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鞏固練習： 

課本 143P ，練習 3 。 

四、課堂小結 ：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家課： 

課本 143P ，習題 5.3 ， 2 ，5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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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A 數列的複習課 

教學目標：重溫數列通項公式，等差數列，等比數列。 

教學重點：熟練。數列通項公式，等差數列，等比數列。 

教學難點：運用數列解決問題。 

授課類型：練習課。 

教學過程： 

一、填充： 

1.寫出數列 
2

12
2 

，
3

132 
 ，

4

14
2 

，
5

15
2 

 的通項公式 na

________________ 

2.寫出數列
1

2
，

2

3
，

3

4
，

4

5
，，的通項公式 na  ________________ 

3.若一個數列的通項是 nnan 32 2  ，求該數列的第 4項為________________。 

4.數列 2，4，6，8，10... 的通項 na =________________  

5.在下列各空格中填入適當的數，使得每個數列成為等差數列：  

5，-1，_____，_____。 

6.在下列各空格中填入適當的數，使得每個數列成為等比數列： 

   5，-1，_____，_____。 

7. 45 與 80 的等比中項為_____。 

二、解答題： 

1.求等差數列 12, 7, 2, –3, ... 的通項 na 。 

 

 

 

 

2.已知一個等比數列的首項 1a 是 2而公比 q是–4，求該數列的通項 。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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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一個等差數列中， 1621 a 及 2025 a 。求首項、公差及第九項。 

 

4. 在一個等比數列中， 3a  = 5及  = 135，求該數列的首項和公比。 

 

 

 

 

 

5.設一等差數列的首項為–31，前十二項和為 -174，求公差及第十二項。 

 

 

 

 

 

6. 求等比數列
2

3
，

4

3
，

8

3
， 從第 3 項到第 7 項的和。 

 

 

 

 

 

7.求 3 + 12 + 21 + ... + 147之和。   8.求 n3...33 2   之和。 

 

 

 

 

三、文字題：小明開始儲蓄，計劃每天的存款為前一天的四倍，第一天 1 元，

請問至少幾天，儲蓄總金額超過 300 元？(答案以對數形式表示)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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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三角函數 

4.1.1 角的概念的推廣 

教學目標：掌握角的概念，理解“正角”“負角”“隊限角”“終邊相同的角”

的含義。 

教學重點：理解並掌握正角負角零角的定義，。 

教學難點：掌握終邊相同的角、象限角、終邊在坐標軸上角的表示方法。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初中我們學過角，那時是怎樣定義角？ 

從一個點出發引出的兩條射線構成的幾何圖形。 

由圖形形狀來定義角，因此角的範圍是   360,0  

問題 2：舉一些生活中的實例，顯示角不在範圍   360,0 中。 

體操運動員轉體 720 ，跳水運動員向內，向外轉體 
1080  

這些例子不僅不在範圍   360,0 中，而且方向不同，有必要將角的概念推廣

到任意角。 

二、新課教授： 

1.角的概念的推廣： 

(1)“旋轉”形成角 

一條射線由原來的位置 OA，繞它的端點 O 按一定方向旋轉到另一位置 OB，

就形成角。旋 轉開始時的射線 OA 叫做角 的始邊，旋轉終止的射線 OB 叫

做角 的終邊，射線的端點 O 叫做角 的頂點。 

 

 

 

 

 

 

(2)角的分類  

正角：我們把按逆時針方向旋轉所形成的角。 

負角：把按順時針方向旋轉所形成的角。 

零角：當一條射線沒有作任何旋轉時所形成的角 

角的概念推廣以後，它包括任意大小的正角、負角和零角。正角和負角是表示

A O 

B 

 

始邊 

終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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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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的大小比較與實數類似。 

如圖：  210 ，  150 ，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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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的頂點重合於座

標原點，角的始邊合於 x 軸的正半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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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 7P ，練習，1 。 

(2)從右圖中可見 

A. 


30 ， 390 ， 
330 角，都是第____象限 

B. 
300 ， 60 角，都是第____象限 

C. 
585 角，都是第____象限 

 

(3)是非題： 

A. 


1500 的角是第四象限角 (   ) 

B. 


300 的角與 160 的角的終邊相同 (   ) 

C.相等的角的終邊一定相同 (   ) 

D.終邊相同的角一定相等 (   ) 

E.一個角的終邊在第幾象限，就說這是第幾象限角 (   ) 

四、新課教授： 

3.終邊相同的角 

從右圖中可以看出， 

(1)  
30390 _______


36030  k ( k _____) 

(2)  
30330 _______


36030  k ( k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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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01410 _______


36030  k ( k _____) 

(4)  
301830 _______


36030  k ( k _____) 

設  ZkkS  ,360
  

由此可見 

(1)與 
30 角終邊相同的角，連同 

30 自己在內，都是集合 S 的元素； 

(2)反之集合 S 的任一元素顯然與 
30 角終邊相同。 

我們有： 

所有與角 終邊相同的角，連同角 在內，可以構成一個集合 

 ZkkS  ,360
  

即任一與角 終邊相同的角，都可以表示成角 與整數個周角的和。 

注：(1) Zk  

(2) 是任意角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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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例題 1：在 0 到 360 範圍內，找出與下列各角終邊相同的角，並判定它們是第

幾象限角。 

(1)
 


120  

(2)
 

640  

(3)
 

21950  
 

解：(1)


360240120   

所以與 
120 角終邊相同的角是 240 角，它是第三隊限角； 

(2)
 


360280640   

所以與 640 角終邊相同的角是 280 角，它是第四隊限角； 

(3)
 


36038412921950 

 
所以與 

21950  角終邊相同的角是 84129  角，它是第二隊限角。 

 

例題 2：寫出與下列各角終邊相同的角的集合 S ，並把 S 中適合不等式
  720360  的元素寫出來： 

(1)
 


60  

(2)
 

21  

(3)
 

41363 
 

解：(1)
 

 ZkkS  ,36060
  

S 中適合   720360  的元素是 


300360160   


60360060   


42036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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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 不是 0 到 360 的角，但仍可用上述方法來構成與 21 角終邊相同

的角的集合，即  ZkkS  ,36021
  

S 中適合   720360  的元素是 


21360021   


339360121   


699360221   

(3)
 

 ZkkS  ,36041363
  

S 中適合   720360  的元素是 

64356360241363  
 

413360141363  
 

41363360041363  
 

六、鞏固練習： 

課本 7P ，練習 3 。 

七、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八、家課： 

課本 7P ，練習4 ，5 。 

課本 8P ，習題 1.4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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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角的概念的推廣 

教學目標：掌握所有與角終邊相同的角(包括角)、隊限角、終邊在坐標軸上的

角的表示方法，理解推廣後的角的概念。 

教學重點：象限角，終邊角在坐標上的表示。 

教學難點：熟練終邊相同的角、象限角、終邊在坐標軸上角的表示方法。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1)在 0 到 360 範圍內，找出與 1000 終邊相同的角，並判定它們是第幾象限

角 

(2)寫出與 475 角終邊相同的角的集合 S ，並把 S 中適合不等式
  360360  的元素寫出來。 

二、例題： 

例題 1：寫出終邊在 y 軸上的角的集合(用 0 到 360 的角表示。) 

解：在 0 到 360 範圍內，終邊在 y 軸上的角有兩個，即 
90 ， 270 角。因此，

所有與 
90 角終邊相同的角構成集合 

 ZkkS  ,360901

  

 Zkk  ,180290
  

而所有與 270 角終邊相同的角構成集合 

 ZkkS  ,3602702

  

 Zkk  ,180218090
  

 Zkk  ,180)12(90
  

於是，終邊在 y 軸上的角的集合 

21 SSS   

   ZkkZkk  ,180)12(90,180290
   

   的奇數倍的偶數倍   1809018090   

 的整數倍 18090 
 

 Zn ,180n90


 

三、鞏固練習：1.填充：
 

(1)x正半軸上的角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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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負半軸上的角的集合  

 

 

 

 

 

(3)x 軸上的角的集合  

 

 

 

 

 

(4)y正半軸上的角的集合  

 

 

 

 

 

(5)y負半軸上的角的集合  

 

 

 

 

 

 

(6)y 軸上的角的集合  

 

 

 

 

 

 

例題 2：用集合的形式表示象限角。 

解：第一象限角： Zkkk  ,90360360
 

 
第二象限角： Zkkk  ,18036090360

 
 

第三象限角： Zkkk  ,270360180360
 

 
第四象限角： Zkkk  ,360360270360

 
 

鞏固練習：2.課本 8P ，練習 3 。 

四、課堂小結 ：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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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課： 

課本 8P ，習題 1.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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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弧度制 

教學目標：1.理解弧度制的概念以及弧長公式，掌握角度制與弧度制的換算。 

  2.理解角的弧度數與實數之間的一一對應關係。 

  3.通過教學使學生熟記特別角的弧度制的表示。  

教學重點：理解弧度制的概念，掌握弧度制與角度制的換算。 

教學難點：理解弧度制的概念。 

教學方法：比較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我們去買菜的時候，通常會問“多少錢一斤？”但是買生果的時候，會問“多

少錢一磅？”在角度的度量裡面，也有類似的情況，一個是角度制，我們已經

不再陌生，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這節課要研究的角的另外一種度量制---弧度制。 

問題 1：在初中幾中何中學習過角的度量，是怎樣定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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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課教授 

弧度制： 

它的單位符號是 rad，讀作弧度。 

我們把長度等於半徑長的弧所對的圓心角叫做1弧度的角，即用弧度制度量時，

這樣的圓心角等於 1rad。 

如下圖 AOB 就是 1 弧度的角。如下圖 AOC 就是 2 弧度的角。 

 

 

 

 

 

 

 

 

1
r

r

r

l
AOB ， 2

2


r

r

r

l
AOC  

問題 2：周角的弧度是多少？ 




2
2


r

r

r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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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平角的弧度是多少？ 





r

r

r

l
 

由此可知，任一 0 到 360 的角的弧度數
r

l
x  必然適合不等式 20  x 。 

問題 4： 

(1)正角的弧度數是一個_____數； 

(2)負角的弧度數是一個_____數； 

(3)零角的弧度數是___________。 

(4)角 弧度數的絶對值是___________。(其中 l 是以角 作為圓心角時所對弧的

長， r 是圓的半徑。) 

注：(1)角度制、弧度制度量角的兩種不同的方法，單位、進制不同，改變的是不同的觀察、處

理方法，因此結果就有所不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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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把角度換成弧度 

因為周角的弧度數是 2 ，而角度制下它是 360 ，所以 

rad
2360   

rad 180  

radrad 01745.0
180

1 


 
 

2.把弧度換成角度 

815730.57
180

1 







 




rad  

三、例題： 

例題 1：把 0367  化成弧度。 

解：因為














2

1
670367 ，所以  

radrad 


8

3

2

1
67

180
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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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2：把 rad
5

3
化成度。 

解：  108180
5

3

5

3
rad  

 

例題 3：計算： 

(1)
 4

sin


 
(2)

 
5.1tan

 

解：(1)因為 
45

4
 ，所以 

2

2
45sin

4
sin  

 

(2)因為 758595.855.130.50   ，所以 

12.147585tan5.1tan    

 

注： 

(1)用弧度表示角的時候，“弧度”二字或“rad”通常略去，例如：2 表示 2 rad，

rad
3

sin
3

sin


  

(2)熟記下表。 

一些特殊角的度數與弧度數的對應表： 

角度 0° 30° 45° 60° 90° 120° 135° 150° 180° 270° 360° 

弧度 0 
6


 

4


 

3


 

2


 

3

2
 

4

3
 

6

5
   

2

3
 2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2P ，練習1 ， 2 。 

五、課堂小結 ：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13P ，習題 2.4 ， 2 ， 3 ，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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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弧度制 

教學目標：使學生通過弧度制的學習，理解並認識到角弧度制都是對角度量的

方法 ，二者是辨證統一的，不是弧立、割裂的關係。 

教學重點：理解弧度制的概念，掌握弧度制與角度制的換算。 

教學難點：弧度制的運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1) 

角度 0° 30° 45° 60° 90° 120° 135° 150° 180° 270° 360° 

弧度 0 
6


 

4


 

3


 

2


 

3

2
 

4

3
 

6

5
   

2

3
 2  

(2) 


360 _______ rad  

rad _______
  

1 __________ rad  

rad1 _________
  

二、新課教授： 

根據公式
r

l
 ，可以得到 rl   

這就是說，弧長等於弧所對圓心角(的弧度數)的絶對值與半徑的積。 

這一弧長公式比采用角度制時的相應公式
180

rn
l


 簡單。 

三、例題： 

例題 1：利用弧度製證明扇形面積公式 lRS
2

1
 ，其中 l 是扇形的弧長，R 是圓

形的半徑。 

證：如圖：圓心角為 rad1 的扇形的面積為 2

2

1
R


，而弧長為 l 的扇形的圓心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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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為 rad
R

l
，所以它的面積 lRR

R

l
S

2

1

2

1 2  


 

 

例題 2：將下列各角化成0 到 2 的角加上 )(2 Zkk  的形式： 

(1)
 


3

19

 

(2)
 


315

 

解：(1)
 




 6
33

19
  

(2)
 




2
4

36045315 
 

例題 3：求圖中公路彎道處弧 AB 的長 l 。(精確到 1m。圖中長度單位：m) 

解： 因為，
3

60
  所以 

)(471514.345
3

mRl 


  

答：彎道處 AB 的長約為 47m。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2P ，練習8 ，9 。 

五、課堂小結 ：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13P ，習題 2.4 ，9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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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任意角的三角函數 

教學目標：理解任意角的三角函數的定義； 

  2.會求任意角的三角函數值； 

  3.體會類比，數形結合的思想。 

教學重點：理解任意角的三角函數的定義 

教學難點：從函數的角度理解三角函數。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問題 1：在初中我們學習了銳角三角函數，它是

以銳角為自變量，邊的比值為函數值的三角函

數： 

c

b
sin   

a

b
tan  

c

a
cos  

b

a
cot  

二、新課教授： 

定義：設 是一個任意角，在 的終邊上任取(異於原點的)一點 ),( yxP  

則它與原點的距離是 0
2222
 yxyxr ，那麼 

比值
r

y
叫做 的正弦 記作： 

r

y
sin  

比值
r

x
叫做 的餘弦 記作： 

r

x
cos  

比值
x

y
叫做 的正切 記作： 

x

y
tan  

比值
y

x
叫做 的餘切 記作： 

y

x
cot  

比值
x

r
叫做 的正割 記作： 

x

r
sec  

比值
y

r
叫做 的餘割 記作： 

y

r
csc  

問題 2：若點 P 在 的終邊上的位置改變，上述六個比值會否改變？ 

根據相似三角形的知識，對於終邊不在座標軸上確定的角 ，上述六個比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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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隨 P 點在 的終邊上的位置的改變而改變。 

 

問題 3：當角 的終邊在緃軸上時，上述六個比值是否有意義？ 

即 )(
2

Zkk 


 時，終邊上任意一點的橫座標 X 都為 0，所以 tan ， sec

無意義。 

問題 4：當角 的終邊在橫軸上時，上述六個比值是否有意義？ 

即 )( Zkk   時，終邊上任意一點的橫座標 Y 都為 0，所以 cot ， csc 無

意義。 

 

除此之外，對於確定的角 ，上面六個比值都是唯一確定的實數，這就是說，

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正割、餘割都是以角為自變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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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現在討論三角函數的定義域？ 

正弦函數：
r

y
sin ，因為 0r ，所以

r

y
恆有意義，也就是說 sin 恆有意義，

所以正弦函數的定義域是 R 。 

餘弦函數：的定義域是 R 。 

正切函數：
x

y
tan ，因為 0x 時，

x

y
無意義。即當且僅當 )(

2
Zkk 




時，
x

y
無意義，所以正切函數的定義域是 )(

2
Zkk 


 。其它類同，即有 

三角函數 定義域 

sin  R  

cos  R  

tan   Zkk  ,
2


  

cot   Zkk  ,  

sec   Zkk  ,
2


  

csc   Zkk  ,  

三、例題： 

例題 1：已知角 終邊經過點 )3,2( P ，求 的六個三角函數值。 

解：因為 2x ， 3y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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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22 r  

於是
13

133

13

3
sin 




r

y
  

13

132

13

2
cos 

r

x
  

2

3
tan 

x

y
  

3

2
cot 

y

x
  

2

13
sec 

x

r
  

3

13
csc 

y

r
  

例題 2：求下列各角的六個三角函數值： 

(1) 0  

(2)   

(3) 
2

3
 

解：(1)因為當 0 時， rx  ， 0y ，所以 

00sin   10cos   

00tan   0cot 不存在 

10sec   0csc 不存在 

 

(2)因為當   時， rx  ， 0y ，所以 

0sin   1cos   

0tan   cot 不存在 

1sec   csc 不存在 

 

(3)因為當
2

3
  時， 0x ， ry  ，所以 

1
2

3
sin 


 0

2

3
cos 


 

2

3
tan


不存在 0

2

3
cot 


  

2

3
sec


不存在 1

2

3
c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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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鞏固練習：填寫下表： 

  0 30 45 60 90 120 135 150 180 270 360 

弧度數            

sin             

cos             

tan             

cot             

sec             

csc             

五、課堂小結 ：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21P ，練習 2 。 

課本 22P ，習題 3.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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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任意角的三角函數 

教學目標：1.掌握任意角的正弦、餘弦、正切的定義； 

  2.掌握正弦、餘弦、正切的定義域，和這三種函數在各象限的符號。 

教學重點：任意角的正弦、餘弦、正切的定義域。 

教學難點：任意角的正弦、餘弦、正切這三種函數在各象限的符號。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設 是一個任意角，在 的終邊上任取(異於原點的)一點 ),( yxP  

則它與原點的距離是 0
2222
 yxyxr ，那麼 

sin  
 

互為 

 

 

倒數 

csc  

cos  sec  

tan  cot  

二、新課教授： 

問題 1：由上題所知 sin 和 csc ， cos 和 sec ， tan 和 cot 正負號相同嗎？ 

相同，因為 sin 和 csc ， cos 和 sec ， tan 和 cot 均互為倒數。 

所以只需討論 sin ， cos ， tan 在不同象限的符號。 

 

問題 2：三角函數的符號由什麼來決定？ 

由定義來分析因為 0r ，所以只需看 x， y 的符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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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填寫下表： 

r

y
sin ( 0r ) 

 結論： 圖形： 

第一象限 0x ，

0y 。 




r

y
sin  

  
 

 + 

  

 

第二象限 x __0 ， y __

0 。 


r

y
sin  

 

第三象限 x __0 ， y __

0 。 


r

y
sin  

 

第四象限 x __0 ， y __

0 。 


r

y
sin  

 

 

r

x
cos  ( 0r ) 

 結論： 圖形： 

第一象限 0x ，

0y 。 




r

x
cos  

  
 

 + 

  

 

第二象限 x __0 ， y __

0 。 


r

x
cos  

 

第三象限 x __0 ， y __

0 。 


r

x
cos  

 

第四象限 x __0 ， y __

0 。 


r

x
cos  

 

 

x

y
tan  ( 0r ) 

 結論： 圖形： 

第一象限 0x ，

0y 。 




x

y
tan  

  
 

 + 

  

 

第二象限 x __0 ， y __

0 。 


x

y
tan  

 

第三象限 x __0 ， y __

0 。 


x

y
tan  

 

第四象限 x __0 ， y __

0 。 


x

y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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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 

 

 

 

 

 

 

 

 

綜合為： 

  圖形： 

A 代表 ALL 第一象限全正  

S A 

T C 

 

S 代表 sin  第二象限只有 sin 為正，其餘為負 

T 代表 tan  第三象限只有 tan 為正，其餘為負 

C 代表 cos  第四象限只有 cos 為正，其餘為負 

注：熟記上圖。 

由三角函數的定義，還可以知道：終邊相同的角的同一三角函數的值相等。 

誘導公式一： 

  sin)360sin(  k ， 

  cos)360cos(  k ， 

  tan)360tan(  k ，其中 Zk 。 

利用公式一，可以把求任意角的三角函數值，轉化為求 0 到 360 的三角函數

值。 

三、例題： 

例題 1：確定下列三角函數值的符號： 

(1) 


250cos  

(2) 









4
sin


 

(3)  672tan   

(4) 
3

11
tan


 

解：(1)因為 250 是第三象限角，所以 0250c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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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為
4


 是第三象限角，所以 0

4
sin 











； 

(3) 因為   )360248tan(672tan    


48tan  

而 
48 是第一象限角，所以   0672tan   ； 

(4) 因為
3

5
tan2

3

5
tan

3

11
tan














  

而
3

5
是第一象限角，所以 0

3

11
tan 


。 

例題 2：求證角 為第三象限角的充分必要條件是







0tan
0sin


  

證明：必要性：因為 為第三象限角 

所以







0tan
0sin


  

充份性：因為 0sin  ，所以 角終邊可能位於第三或第四象限，也可能位於 Y

軸的非半軸上； 

又因為 0tan  ，所以 角終邊可能位於第一或第三象限； 

所以 角終邊只能位於第三象限。 

例題 3：求下列三角函數值： 

(1) 011480sin 
 

(2) 
4

9
cos


 

(3) 









6

11
tan


 

解：(1) )36040140sin(011480sin    

6451.00140sin    

(2) 







 


2

4
cos

4

9
cos  

2

2

4
cos 


 

(3) 
















 


2

6
tan

6

11
tan  

3

3

6
tan 


 

四、鞏固練習： 

課本 21P ，練習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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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22P ，習題 3.4 ，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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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式 

教學目標：1.掌握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式，理解同角公式都是恆等式的特

定意義；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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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等式證明的解題技能，提高運用公式的靈活性。 

教學重點：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式。 

教學難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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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1)三角函數的符號。 

(2)誘導公式一： 

  sin)360sin(  k ， 

  cos)360cos(  k ， 

  tan)360tan(  k ，其中 Zk 。 

二、新課教授： 

根據三角函數的定義，可以探論同角三角函數間的一些基本關係。 

由式子
r

y
sin   

r

x
cos   

x

y
tan   

y

x
cot  

可以看出： 

(1)當  k 且
2


  k

)( Zk 時， 

____cottan    

(2) 當  k )( Zk 時， 
______

cos

sin





 

(3)又通過 222 ryx  ， 

___cossin

22

22 
















   

類似地，有同角的基本三角關係式如下 

平方關

係： 

1cossin
22    1tansec

22    1cotcsc
22    

S A 

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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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數關

係： 





tan

cos

sin
  




cot

sin

cos
  

 

倒數關係
 

1cottan    1sincsc    1cossec    

 

這是八個基本的三角關係式，除特殊注明況外，也都假定是在使兩邊都有意義

的情況下的恆等式。 

注：強調同角。 

三、例題： 

例題 1：已知
5

4
sin  ，並且 是第二象限角，求 cos ， tan ， cot 的值。 

解：因為 1cossin
22   ，所以 

25

9

5

4
1sin1cos

2

22 







   

又因為 是第二象限角，所以 0cos  。於是 

5

3

25

9
cos   

從而
3

4

3

5

5

4

cos

sin
tan 













  

4

3

tan

1
cot 


  

例題 2：已知
17

8
cos  ，求 sin ， tan 的值。 

解：因為 0cos  ，且 1cos  ，所以 是第二或第三象限角。 

如果 是第二象限角，那麼 

17

15

17

8
1cos1sin

2

2 







   

8

15

8

17

17

15

cos

sin
tan 













  

例題 3：已知 tan 為非零實數，用 tan 表示 sin ， cos 。 

解：因為 1cossin
22   ，所以  22

cos1sin   

又因為 



tan

cos

sin
 ，所以 

1
cos

1

cos

cos1

cos

sin
tan

2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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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 1tan
cos

1 2

2
 


 

1tan

1
cos

2

2





  

由 tan 為非零實數，可知角 的終邊不在座標軸上。從而 


















,
tan1

1

,
tan1

1

cos

2

2



  

當 為第一、第四隊限角， 

當 為第二、第三隊限角； 

 tancossin   


















,
tan1

tan

,
tan1

tan

sin

2

2








  

當 為第一、第四隊限角， 

當 為第二、第三隊限角； 

四、鞏固練習： 

課本 29P ，練習 2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29P ，練習1，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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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式 

教學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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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

等式證明的解題技能，提高運用公式的靈活性； 

教學重點：三角函數式的化簡。 

教學難點：用不同的方法證明三角恆等式。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式： 

1cossin
22    1tansec

22    1cotcsc
22    





tan

cos

sin
  




cot

sin

cos
  

 

1cottan    1sincsc    1cossec    

二、例題： 

例題 1：化簡： 
440sin1

2  

解：原式 
80cos80cos80sin1)80360(sin1

222   

 

例題 2：求證：
x

x

x

x

cos

sin1

sin1

cos 



 

證法 1：由 0cos x ，知 1sin x ，所以 0sin1  x ，於是 

左邊
)sin1)(sin1(

)sin1(cos

xx

xx




  

x

xx
2

sin1

)sin1(cos




  

x

xx
2

cos

)sin1(cos 
  





x

x

cos

sin1
右邊 

所以原式成立。 

證法 2：因為 )sin1)(sin1( xx   

xxxx coscoscossin1
22   

且 0sin1  x ， 0cos x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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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x

cos

sin1

sin1

cos 



 

證法 3：因為
x

x

x

x

cos

sin1

sin1

cos 



 

xx

xxxx

cos)sin1(

)sin1)(sin1(coscos




  

xx

xx

cos)sin1(

)sin1(cos
22




  

0
cos)sin1(

coscos
22







xx

xx
 

所以
x

x

x

x

cos

sin1

sin1

cos 



 

注：證明一個等式，可以從它的任何一邊開始，證得它等於另一邊；還可以先證得另一個等式

成立，從而推出需要證明的等式成立。 

 

例題 3：已知 2tan  ，求




cossin

cossin





x

x
的值。 

解： 3
12

12

1tan

1tan

cos

cos

cos

sin
cos

cos

cos

sin

cos

1
cos

1

cossin

cossin














































 

三、鞏固練習： 

課本 29P ，練習5 。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家課： 

1.已知  cos2sin  ，求




cos2sin5

cos4sin




和  cossin2sin

2  的值。 

課本 30P ，習題 4.4 ，5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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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正弦、餘弦的誘導公式 

教學目標：1.了解任意角的正弦、餘弦函數概念； 

  2.理解正弦、餘弦函數的幾何意義； 

教學重點：正弦、餘弦函數的概念和誘導公式，及其性質。 

教學難點：正弦、餘弦函數的誘導公式運用和性質應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誘導公式一： 

  sin)360sin(  k ， 

  cos)360cos(  k ， 

  tan)360tan(  k ，其中 Zk 。 

二、情景引入： 

問題 1：我們已經學過誘導公式一，有了它就可以把任一角的三角函數求值問

題，轉化為 
0 到 360 間角的三角函數值問題。如求 )330cos(

 的值。 

2

3
30cos)360330cos()330cos(  

 

問題 2：那麼能否再把 0 到 360 間的角的三角函數求值，繼續化為我們熟悉的
0 到 

90 間的角的三角函數求值問題呢？如求 
240cos 的值。 

三、新課教授 

已知任意角 終邊與單位圓相交於點 ),( yxP 。由於

 180 角就是角 終邊的反向延長線，角  180 的終

邊與單位圓的交點 P 與點 P 關於原點O 對稱，由此可知，

點 P 的座標是 ),( yx  ，又因為單位圓半徑 1r ，由正弦、

餘弦函數的定義，可得 

 

 

 

ysin  xcos  

y )180sin(   x )180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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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得到 

誘導公式二： 

 sin)180sin(  ， 

 cos)180(cos  ， 

   tan)180tan(   。 

應上題
2

1
60cos)60180cos(240cos    

問題 3：仿照以上做法，觀察右圖，同學可得出什麼結

論？ ),( yxP ， ),( yxP  又因為單位圓半徑 1r ，由正

弦、餘弦函數的定義，可得 

誘導公式三： 

 sinsin(  ） ， 

 coscos(  ） ， 

 anttan(  ） 。 

四、例題：  

例題 1：求下列三角函數值： 

(1)


225cos  

(2) 
10

11
sin  

解：(1)
 2

2
45cos)45(180225cos  

 

(2) 3090.018sin
10

1
sin

10

1
sin

10

11
sin 








   

例題 2：求下列角函數值： 

(1) 









3
sin


 

(2)  670cos  

 

解：(1) 2

3

3
sin

3
sin 











 

(2)   5529.0670cos670cos    

y )sin(   x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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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3：求下列角函數值： 

(1) 









6

7
sin


 

(2)  21240cos  

 

解：(1) 2

1

6
sin

6
sin

6

7
sin

6

7
sin 
































 

(2)   )21240cos21240cos  

 
)2160180cos(  

 

4970.02160cos  

 
注：步驟： 

(1)負角的正弦、余弦函數化為正角的正弦、余弦函數 

(2)化為銳角的正弦、余弦函數 

五、鞏固練習： 

課本 33P ，練習1， 2 。 

六、課堂小結： 

 求三角函數值的步驟？ 

七、家課： 

課本 33P ，練習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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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正弦、餘弦的誘導公式 

教學目標：掌握正弦、餘弦函數的誘導公式及其推演過程 

教學重點：理解並掌握誘導公式運用誘導公式求三角函數值，化簡或證明三角

函數式。 

教學難點：掌握利用數形結合思想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技能。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1)誘導公式二： 

 sin)180sin(  ， 

 cos)180(cos  ， 

   tan)180tan(   。 

(2)誘導公式三： 

 sinsin(  ） ， 

 coscos(  ） ， 

 anttan(  ） 。 

二、新課教授 

問題 1：我們學習了公式二和三，能否推出 180 與 的三角函數之間的關

係？ 

因為 )](180sin[)180sin(    

 sin)sin(   

)](180cos[)180cos(    

 cos)cos(   

可得 

誘導公式四： 

 sin180sin(  ） ， 

 cos180cos(  ） ， 

 ant180tan(  ） 。 

問題 2：同學還可利用公式一和公式自己推導 360 與 的三角函數之間的

關係？ 

誘導公式五： 

 sin360sin(  ） ， 

 cos360cos(  ） ， 

 ant360tan(  ） 。 

五組誘導公式可概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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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k )( Zk ，  ， 180 ，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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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例題：  

例題 1：求下列三角函數值： 

(1) )51150cos(   

(2) 
6

11
sin  

解：(1) )51150cos()51150cos(   

)5429180cos(   

5429cos   

8682.0  

(2)
2

1

6
sin

6

1
2sin

6

11
sin 











  

例題 2：求下列三角函數值： 

(1) 519cos  

(2) 







 

3

17
sin  

解：(1)  159cos)360159cos(519cos  

9336.021cos)21180cos(   

(2) 
















 


 23

3
sin

3

17
sin  

2

3

3
sin 


 

四、鞏固練習： 

課本 35P ，練習 2 )1( ， )2( ； 3 )1( ， )2( 。 

五、課堂小結： 

 求三角函數值的步驟？ 

六、家課： 

課本 35P ，練習 2 )3( ， )4( ； 3 )3(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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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正弦、餘弦的誘導公式 

教學目標：正弦、余弦的誘導公式及其探求思路，並能正確地運用這些公式進

行任意角的正弦、余弦值的求解。 

教學重點：運用誘導公式求三角函數值，化簡或證明三角函數式。 

教學難點：任意角的正弦、余弦值的求解。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1)五組誘導公式分別是？ 

(2)利用誘導公式把任意角的三角函數轉化為銳角三角函數，一般可按下面步驟

進行： 

任意負角的

三角函數 

(______) 任意正角的

三角函數 

(______) 0 到 360 的

角的三角函數 

(______) 銳角三

角函數    

二、例題：  

例題 1：化簡
)180cos()180sin(

)360sin()180cos(








 

解： )]180(sin[)180sin(    

 sin)sin()180sin(   

)]180(cos[)180cos(    

 cos)180cos(   

所以原式 1
)cos(sin

sincos










 

例題 2：化簡
)sin()3sin()cos(

)cos()2sin(








 

解：原式
)]sin()[sin()cos(

)cos)(sin(








  

)]sin()[sin()cos(

cossin








  

sin

1
  

例題 3：已知  2 ，
5

3
)9cos(   ，求 )10tan(   的值。 

解：
5

3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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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5

3
)cos(   

5

3
cos   

又因為  2  

所以  2
2

3
  

3

4
1

9

25
1

cos

1
1sectan

2

2 


  

所以
3

4
tan)tan()10tan(  

 

三、鞏固練習： 

課本 33P ，練習4 )1( ； 

課本 35P ，練習4 )1( 。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家課： 

課本 33P ，練習4 )2( ； 

課本 35P ，練習4 )2( ； 

課本 36P ，習題 5.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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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A 三角函數的複習課 

教學目標：重溫誘導公式。 

教學重點：熟練誘導公式解決問題。 

教學難點：綜合解決問題。 

授課類型：練習課。 

教學過程： 

 

所有與角 終邊相同的角，連同角 在內，可構成一個集合

 ZkkS  ,360
  

即任一與角 終邊相同的角，都可以表示成角 與整數個周角的和。 

一、在 0 到 360 範圍內，找出與下列各角邊相同的角，並判定它們是第幾象

限角。 

二、(1)若 0sin A ，且 0cos A ，則 A是第     象限角。 

(2) 若 0tan A ，且 0cos A ，則 A是第     象限角。 

三、若 A是第三象限角，則
2

A
的終邊在第幾象限。 

 

 

 

 

P9，10 把角度和弧度互換(常用特殊角對應表) 


2360  rad，  180 rad，

180
1

  rad， 


30.57)

180
(1 rad rad， 

(1)
 


3030

 
(2)

 


2280
 

(3)
 


2370

 
(4)

 
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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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角度和弧度互換 

P9，圓心角 所對弧長 l 和圓半徑 r 關係(注意： 必需是弧度的角) 

r

l
 ，  rl  

五、已知 r 為圓的半徑，弧長為
4

3r
的圓弧所對的圓心角等於多少度？ 

 

 

 

 

六、直徑為 20cm 的輪子以 srad /25 的速度旋轉，求輪周上一點經 8 s 所轉過的

弧長。 

 

 

 

P14,15,17，正弦、餘弦和正切的三角函數 

r

y
sin ，

r

x
cos ，

x

y
tan  

七、已知角 的終邊過點 )4,3( p ，求 sin ， cos ， tan 的函數值。 

 

 

 

 

八、已知角 的終邊過點 )12,5(p ，求 sin ， cos ， tan 的函數值。 

 

 

 

 

(1)
 


4

3
8

 
(2)

 


3

2
12

 

(3)
 


1710

 
(4)

 


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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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已知角 的終邊過點 )24,7( p ，求 sin ， cos ， tan 的函數值。 

 

 

 

 

P26,27，同角三角函數的基本關係式 1cossin 22   ，





cos

sin
tan  ，

1cottan    

十、已知
3

1
sin  ，並且 是第二象限角，求 cos ， tan 的函數值。 

 

 

 

十一、已知 32tan  ，並且 是第三象限角，求 sin ， cos 的函數值。(答

案保留根式) 

 

 

 

十二、已知 )2,
2

3
( 


A ，且
17

15
cos A ，求 sin ， tan 的函數值。(答案保留

根式) 

 

 

 

 

P31 至 34,19，正弦、餘弦和正切的誘導公式 

公式一：  sin)360sin( 0  k ，  cos)360cos( 0  k ，

 tan)360tan( 0  k ，其中 Zk  

公式二：  sin)sin(1800  ，  cos)cos(1800  ，  tan)tan(1800   

公式三：  sin)sin(  ，  cos)cos(  ，  tan)tan(   

公式四：  sin)sin(1800  ，  cos)cos(1800  ，  tan)tan(1800   

公式五：  sin)sin(3600  ，  cos)cos(3600  ，  tan)tan(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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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求下列三角函數值： 

(1)
 


4

35
sin

 

 

 

 

 

 

(2)
 

)
3

38
tan( 

 

(3) 


1710cos
 

(4) 


3195cos
 

十四、化簡下列各式 

(1)

 )3sin()cos(

)sin()cos()2sin(








 

 

 

 

 

(2) 
02 620co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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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兩角和與差的正弦、餘弦、正切 

教學目標：1.理解兩角和差的餘弦公式，掌握其應用； 

 2.能靈活地應用這些公式進行計算、求值和證明，提高學生分析問

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重點：掌握兩角和差的餘弦公式的推導過程。 

教學難點：利用兩角和、差餘弦公式求非特殊角的餘弦值。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如何求出   ，   ， 2 的三角函數值？ 

問題 2：在初中學過，如何求得數軸上兩點 )( 1xA ， )( 2xB 間的距離？ 

12 xxAB   

問題 3：在座標平面內，如何求得兩點間的距離？ 

二、新課教授： 

如右圖，座標平面內的任意兩點 ),( 111 yxP ， ),( 222 yxP ，從點
1P ，

2P 分作 x

軸的垂線
11MP ，

22 MP ，與 x 軸交於點 )0,( 11 xM ， )0,( 22 xM ； 再從點
1P ，

2P

分作 y 軸的垂線
11 NP ，

22 NP ， 

與 y 軸交於點 ),0( 11 yN ， ),0( 22 yN 。直線
11 NP 與

22 MP 相交於點 Q。那麼 

12211 xxMMQP   

12212 yyNNQP   

於是由勾股定理，可得 
2

2

2

1

2

21 QPQPPP   

2

12

2

12 yyxx   

2

12

2

12 )()( yyxx   

由此得到平面內 ),( 111 yxP ， ),( 222 yxP 兩點間的距

離公式 

2

12

2

1221 )()( yyxxPP   

問題 4：兩角和的餘弦 )cos(   等於  coscos  嗎？ 

如 )3030cos(60cos
2

1    

2

3

2

3
30cos30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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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 )30cos30cos60cos    

問題 5：現在求兩角和的餘弦 )cos(   與 ，  的三角函數？ 

如右圖，在直角座標系 xOy內作單位圓 O，並作出角 ，  與  ，使角 的

始邊為 Ox，交圓O 於點
1P ，終邊交圓O 於點

2P ；角  的始邊為
2OP ，交圓O

於點 3P ，角  的始邊為
1OP 終邊交圓O 於點

4P 。這時點
1P ，

2P ， 3P ，
4P 的

座標分別是 

)0,1(1P  

)sin,(cos2 P  

))sin(),(cos(3  P  

))sin(),(cos(4  P  

問題 6：應用兩點間距離公式求 31PP 及 42PP 。 

  )(sin1)cos(
22

31  PP  

  22

42 )]sin([sin)cos(cos  PP  

由 4231 PPPP  展開並整理得 

)sinsincos(cos22)cos(22   所以 

兩個角和差的餘弦公式： 

 sinsincoscos)cos(   )( C  

這個公式對於任意的角 ，  都成立 

在公式中用 )( C 用  代替  ，就得到 

 sinsincoscos)cos(   )( C  

三、例題：  

例題 1：求下列各式的值： 

(1) 


105cos  

(2) 








12
cos


 

(3) 


20sin80sin20cos80cos   

解：(1) )4560cos(105cos    


45sin60sin45cos60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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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2

2

2

2

3

2

2

2

1 
  

(2) 

















43
cos

12
cos


 

4
sin

3
sin

4
cos

3
cos


  

4

62

2

2

2

3

2

2

2

1 
  

(3) )2080cos(20sin80sin20cos80cos    

2

1
60cos    

四、鞏固練習： 

課本 42P ，練習 2 )3(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42P ，練習 2 )4(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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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兩角和與差的正弦、餘弦、正切 

教學目標：1.理解以兩角和差的餘弦公式為基础，推導兩角和、差正弦和正切

公式的方法，體會三角恆等變換特點的過程，理解推導過程，掌

握其應用。 

2.公式的推導過程，是利用它們內在聯繫的過程。教學過程要注意

培養學生利用聯繫、變化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去分析問題。 

教學重點：兩角和、差正弦和正切公式的推導過程及運用。 

教學難點：兩角和、差正弦、餘弦和正切公式的靈活運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兩個角和差的餘弦公式： 

 sinsincoscos)cos(   )( C  

 sinsincoscos)cos(   )( C
 

二、新課教授： 

把  sinsincoscos)cos(  公式中以
2


， 代入，則 










sin
2

sincos
2

cos)
2

cos(   

sin  

再把此式中的 



2
換成 ，還可得到誘導公式 




sin
2

cos 







  




cos
2

sin 







  

再運用 )( C 和上式誘導公式，便可得到 

   







 




2
cossin  


















 



2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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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2

sincos
2

cos 
















  

 sincoscossin   

在上式中用  代替  ，又可得 

 sincoscossin)sin(   

即得 

兩個角和差的正弦公式： 

 sincoscossin)sin(   )( S  

 sincoscossin)sin(   )( S
 

問題 1：在求得 )( C ， )( C ， )( S ， )( S 後 ，怎樣求得 )tan(   及

)tan(   ？ 

當 0)cos(   時， 










sinsincoscos

sincoscossin

)cos(

)sin(
)tan(









  

如果 0coscos  ，我們可以將分子、分母都除以  coscos ，從而得到 






tantan1

tantan
)tan(




  )( T

 

因為 







 tan

cos

sin

)cos(

)sin(
)tan( 







  

所以公式 )( T 中用  代替  ，又可得 






tantan1

tantan
)tan(




  

兩個角和差的正切公式： 






tantan1

tantan
)tan(




  )( T  






tantan1

tantan
)tan(




  )( T

 

三、例題：  

例題 1：求下列各式的值： 

(1) 


105sin  

(2) 


24sin69cos24cos69sin   

解：(1) )4560sin(105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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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sin60cos45cos60sin   

4

62

2

2

2

3

2

2

2

1 
  

(2) )2469sin(24sin69cos24cos69sin    


45sin  

2

2
  

例題 2：利用和(差)角公式求 
75 ， 

15 的正弦、餘弦、正切值。 

解： )3045sin(75sin    


30sin45cos30cos45sin 

 

2

1

2

2

2

3

2

2


 

4

26 
  

 15sin)1590cos(75cos 
 

)3045sin(  
 

4

26 
  

32
26

26

75cos

75sin
75tan 









  

4

26
75sin)7590cos(15cos


   

32
26

26

15cos

15sin
15tan 









  

例題 3：利用和角公式計算




15tan1

15tan1




的值。 

分析：因為 145tan  ，所以原式可以看成




15tan45tan1

15tan45tan




 

這樣，我們就可以運用正切的和角公式，把原式化為 

)1545tan(    

解：因為 145tan  ，所以原式




15tan45tan1

15tan45tan






 

)1545tan(  
 

360tan  

 

四、鞏固練習： 

計算




75tan1

75t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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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42P ，練習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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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兩角和與差的正弦、餘弦、正切 

教學目標：1.熟練兩角和與差的正弦、餘弦、正切的公式。 

  2.通過這些公式的推導，使學生瞭解它們的內在聯繫，從而培養學

生的邏輯推理能力。 

教學重點：已知一個角的正弦或餘弦值，求兩角和差正弦、餘弦和正切值。 

教學難點：利用兩角和與差的正弦、餘弦、正切的公式，作證明。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1)兩個角和差的正弦公式： 

 sincoscossin)sin(   )( S  

 sincoscossin)sin(   )( S
 

(2)兩個角和差的正切公式： 






tantan1

tantan
)tan(




  )( T  






tantan1

tantan
)tan(




  )( T

 

二、例題： 

例題 1：已知
3

2
sin  ， 








 


 ,

2
，

4

3
cos  ， 










2

3
,


 ，求 )sin(   ，

)cos(   ， )tan(   。 

解：由
3

2
sin  ， 








 


 ,

2
，得 

3

5

3

2
1sin1cos

2

2 







   

又由
4

3
cos  ， 










2

3
,


 ，得 

4

7

4

3
1cos1sin

2

2 







   

所以  sincoscossin)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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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3

5

4

3

3

2
 

12

356 
  

 sinsincoscos)cos(   

















































4

7

3

2

4

3

3

5
 

12

7253 
  

由公式 )( S 可得
12

356
)sin(


  ，所以 

7253

356

)cos(

)sin(
)tan(














  

17

727532 


 
例題 2：求證 








2

2

22
tan

tan
1

cossin

)sin()sin(



  

證明：右邊 




22 cossin

)sincoscos)(sinsincoscos(sin 
  








22

22

22

2222

cossin

sincos
1

cossin

sincoscossin



  





2

2

tan

tan
1 右邊 

所以原式成立。 

例題 3：求證 )
6

sin(2sin3cos 


   

證明：左邊 














  sin

2

3
cos

2

1
2  









 





sin

6
coscos

6
sin2  

 )
6

sin(2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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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原式成立。 

例題 4：已知一元二次方程 0
2  cbxax  ( 0a 且 ca  )的兩個根為 tan ，

tan ，求 )tan(   的值。 

解：由 0a 和一元次方程根與係數的關，可知 













a

c
a

b





tantan

tantan
 

且 ca  ，所以 

ac

b

ca

b

a

c
a

b

















1
)cos(

)sin(
)tan(




  

三、鞏固練習： 

課本 44P ，練習4 。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家課： 

課本 44P ，習題 6.4 ，1， )2~1.(2 ， )4~1.(3 ， )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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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二倍角的正弦、餘弦、正切 

教學目標：理解以兩角和差的正弦、餘弦、正切公式基础，推導二倍角的正弦、

餘弦、正切公式的方法，體會三角恆等變換特點的過程，理解推

導過程，掌握其應用。 

教學重點：二倍角的正弦、餘弦、正切公式的推導。 

教學難點：二倍角的正弦、餘弦、正切公式的理解及其靈活運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兩角和與差的正弦、餘弦、正切公式如下 

 sincoscossin)sin(   )( S  

 sinsincoscos)cos(   )( C
 






tantan1

tantan
)tan(




  )( T  

二、新課教授： 

問題 1：我們學了兩角和的正弦、餘弦、正切公式，公式中若兩個角相等，會

出什麼情況？ 

會出現二倍的正弦、餘弦、正切公式當    

當     )sin(2s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S  

當     )cos(2co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C
 

當  

 

 )tan(2t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T  

 

倍角公式： 

 cossin22sin   )2( S  

 22
sincos2cos   )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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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an1

tan2
2tan


  )2( T  

問題 2：利用 1cossin
22   ， 公式 )2( C 還可以變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sin_____)(_________sincos2cos 222  

 

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cossincos2cos 222  

 

 

倍角公式： 

 

上面這些公式都叫做倍角公式。有了倍角公式，就可以用單角的三角函數表示

二倍角的三角函數。這裏體會了將一般化歸為特殊這一基本數學思想在發現中

所起的作用。 

注：(1)公式 )( 2T 成立的條件是
2


  k ，

4


  k ， Zk 。 

(2)熟悉“倍角”與“二次”的關係(升角---降次，降角---升次)。 

三、例題：  

例題 1：利用倍角公式求下列各式的值： 

(1) 0367cos0367sin2  
 

(2) 
8

sin
8

cos
22 

  

(3) 1
12

cos2
2 


 

(4) 


75sin21
2  

解：(1) )45180sin(135sin0367cos0367sin2    

2

2
45sin    

(2) 
2

2

4
cos

8
2cos

8
sin

8
cos

22 










 

(3) 
2

3

6
cos

12
2cos1

12
cos2

2 










 

(4)  150cos)752cos(75sin21 2   

2

3
30cos)30180cos(    

 2
sin212cos   

'

)2( C  
1cos22co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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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2：已知
13

5
sin  ， 








 


 ,

2
，求 2sin ， 2cos ， 2tan 。 

解：因為
13

5
sin  ， 








 


 ,

2
，所以 

13

12

13

5
1sin1cos

2

2 







   

於是
169

120

13

12

13

5
2cossin22sin 








 

 

169

119

13

5
21sin212cos

2

2 







   

119

120

119

169

169

120

cos

sin
2tan 




  

四、鞏固練習： 

課本 49P ，練習 3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49P ，練習 )8~5.(1 ， 

課本 52P ，習題 7.4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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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二倍角的正弦、餘弦、正切 

教學目標：1.掌握二倍角的正弦、餘弦、正切公式； 

  2.能應用公式進行三角函數求值、化簡、證明。 

教學重點：熟練運用二倍角的正弦、餘弦、正切公式解決問題 

教學難點：靈活運用二倍角的正弦、餘弦、正切公式作證明題。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二倍角的正弦、餘弦、正切： 

 cossin22sin   )2( S  

 22
sincos2cos   )2( C

 






2
tan1

tan2
2tan


  )2( T  

 2
sin212cos 

 
'

)2( C
 

1cos22cos
2    

二、例題： 

例題 1：求 
80cos40cos20cos  

解：





20sin2

80cos40cos20cos20sin2
80cos40cos20cos   

 









20sin4

80cos80sin

20sin2

80cos40cos40sin
  

8

1

20sin8

160sin






 

例題 2：求證：







2

tan1

4cos4sin1

tan2

4cos4sin1







 

證明：原式等價於







2

tan1

tan2

4cos4sin1

4cos4sin1







 

左邊








2cos22cos2sin2

2sin22cos2sin2

)4cos1(4sin

)4cos1(4sin
2

2









  





2tan

)2cos2(sin2cos2

)2sin2(cos2s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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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邊= 



2tan

tan1

tan2
2




 

所以左邊=右邊 

所以原式得證。 

例題 3：利用三角公式化簡 )10tan31(50sin
   

解：原式= )
10cos

10sin3
1(50sin)10tan31(50sin




   







10cos

)10sin
2

3
10cos

2

1
(2

50sin



  






10cos

10sin30cos10cos30sin
50sin2


  

1
10cos

10cos

10cos

80sin

10cos

40sin
40cos2 












  

三、鞏固練習： 

課本 49P ，練習5 。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家課： 

課本 52P ，習題 7.4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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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半角的正弦、餘弦、正切 

教學目標：1.了解半角公式的推導過程，能初步運用公式求三角函數值； 

  2.能應用公式進行三角函數求值、化簡、證明； 

  3.通過公式的推導，了解半角公式和倍角公式之間的內在聯繫，從

而培養邏輯推理能力和辨證唯物主義觀點。 

教學重點：半角的正弦、餘弦、正切公式。 

教學難點：半角公式與倍角公式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運用公式時正負號的選

取。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二倍角的正弦、餘弦、正切 (升角---降次，降角---升次) 

 cossin22sin   )2( S  

 22
sincos2cos   )2( C

 






2
tan1

tan2
2tan


  )2( T  

 2
sin212cos 

 
'

)2( C
 

1cos22cos
2    

二、新課教授： 

問題 1：我們既然學習了倍角公式，在同公式中可否推導半角公式？ 

以 2cos 表示 sin ， cos  

公式中  2
sin212cos   

 2cos1sin2
2   

2

2cos1
sin

2 



  

2

2cos1
sin





  

公式中 1cos22cos
2    

12coscos2
2    

2

12cos
cos

2 



  

2

12cos
cos





  

又因為













2cos1

2cos1

2

12cos

2

2cos1

cos

sin
tan













 

上式有理化又得





2cos1

2sin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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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sin

2cos1
tan


  

以上三式中以
2


代替 ，則有 

半角的正弦、餘弦、正切 (不要求同學記憶) 

2

cos1

2
sin

 
  )

2
(
S  

2

cos1

2
cos

 
  )

2
(
C

 





cos1

cos1

2
tan




  

)
2

(
T  





cos1

sin

2
tan




 





sin

cos1

2
tan


  

三、例題：  

例題 1：求證： 

(1) )]sin()[sin(
2

1
cossin    

(2) 
2

cos
2

sin2sinsin








  

證明：(1)將公式 )( S 、公式 )( S 的左邊與左邊，右邊與右邊分別相加，得 

 cossin2)sin()sin(   

所以 )]sin()[sin(
2

1
cossin    

(2)在第(1)小題中，令   ，   ，則 

2





 ，

2





  

把 ，  的值代入，就有 

)sin(sin
2

1

2
cos

2
sin 








 

所以
2

cos
2

sin2sinsin








  

四、鞏固練習： 

課本 51P ，練習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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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是 

積化和差公式： 

)]sin()[sin(
2

1
cossin    

)]sin()[sin(
2

1
sincos    

)]cos()[cos(
2

1
coscos    

)]cos()[cos(
2

1
sinsin    

 

和差化積公式： 

2
cos

2
sin2sinsin





  

2
sin

2
cos2sinsin





  

2
cos

2
cos2coscos





  

2
sin

2
sin2coscos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1)已知
3

2
2cos  ，求  44

cossin  的值。 

(2)求證
2

tan
cos1

cos

2cos1

2cos

4cos1

4sin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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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正弦函數、餘弦函數的圖象和性質 

教學目標：1.用單位圓中的正弦線畫出正弦函數的圖象； 

  2.能利用五點作圖法作出正弦、餘弦函數的簡圖； 

  3.正弦函數圖象與餘弦函數圖象的變換關係。 

教學重點：正弦、餘弦函數的圖象及其畫法。 

教學難點：1.利用正弦線畫出正弦函數的簡圖； 

  2.用正弦曲線和誘導公式畫出餘弦曲線。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問題 1： sin ， cos ， tan 的幾何意義是什麼？  

其中單位圓 O 

MP
OP

MP
sin ， OM

OP

OM
cos ， AT

OA

AT
tan  

我們稱： 

正弦線 MP 

餘弦線 OM 

正切線 AT 

二、新課教授： 

問題 2： 

我們如何用描點法作出函數 xxy 22  的圖象？  

(1) 列表 

x  -1 0 1 2 3 

xxy 22   3 0 -1 0 3 

 

(2)描點 

(3)連線 

 

問題 3：能否用描點法作 xy sin ，  2,0x 的圖象？  

只要能够確定圖象上的點 )sin,( xx 的座標，就可以用描點法作出函數圖象。而

該圖象上點的座標可通過 x 的值由計算機中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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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能否不通過查表得到點 )sin,( xx 的座標？ 

可以利用與單位圓有關的三角函數線，如點 )
3

sin,
3

(


 

 
函數 xy sin ，  2,0x 的幾何作法 

既然作與單位圓有關的三角函數線可得相應的角的三角函數值，那麼通過描點

)sin,( xx ，連線即可得到函數的 xy sin ，  2,0x 圖象。 

問題 5：試以描點法作 xy sin ，  2,0x 的圖象，完成下圖 

 

發現，

 

因為級邊相同的角有相同的三角函數值，所以函數 xy sin ，

  )1(2,2  kkx ， Zk 且 0k 的圖象，與 xy sin ，  2,0x 函數形狀

完全相同，只是位置不同。只要通過平移 xy sin ，  2,0x 圖象就可以得到 

xy sin ， Rx 圖象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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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 cos ， Rx 圖象函數 

由誘導公式 )
2

sin(cos


 xxy ， 

可以看出： 

餘弦函數 xy cos ， Rx 與 )
2

sin(


 xy ， Rx 是同一個函數。餘弦函數

的圖象可通過將正弦曲線向左平移
2


個單位長度而得到。 

 

關鍵點： 

(1)
 

xy sin ，  2,0x  

x  0  
2


   

2

3
 2  

xy sin  0  1  0  1  0  

 

(2)
 

xy cos ，  2,0x  

x  0  
2


   

2

3
 2  

xy cos  1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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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例題：  

例題 1：畫出下列函數的簡圖： 

(1)
 

xy sin1 ，  2,0x  

(2)
 

xy cos ，  2,0x  

解：(1)按五個關鍵點列表： 

x  0  
2


   

2

3
 2  

xsin  0  1  0  1  0  

xsin1
 

1  2  1  0  1
 利用正弦函數的性質描點畫圖：

 
(2)按五個關鍵點列表： 

x  0  
2


   

2

3
 2  

xcos  1  0  1  0  1  

xcos
 

1
 

0
 

1
 

0
 

1
 利用正弦函數的性質描點畫圖： 

 

問題 6：上題(1)中 xy sin1 與 xy sin 有什麼關係呢？  

xy sin1 的函數圖象是把 xy sin 的函數圖象上的每一點向上平行移動 1

個單位長度。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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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7：從上題(2)中 xy cos 與 xy cos 有什麼關係呢？ 

xy cos 的函數圖象與 xy cos 的函數圖象關於 x 軸對稱。 

四、鞏固練習： 

課本 63P ，練習 )1(3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63P ，練習 )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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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正弦函數、餘弦函數的圖象和性質 

教學目標：1.通過觀察正弦函數、餘弦函數的圖象歸納出其性質； 

  2.通過組織學生觀察、猜想、驗證與歸納，培養學生的數學能力。 

教學重點：求正弦函數、餘弦函數的定義域，及求最值問題。 

教學難點： 求正弦函數、餘弦函數的最值問題。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問題 1：用五點法作正弦和餘弦函數的圖象時，五個關鍵點是？ 

 

問題 2：正弦和餘弦函數的圖象是怎樣的？ 

xy sin  

 

xy cos  

  

二、新課教授： 

觀察上圖可知 

(1)定義域： 

正弦函數、餘弦函數的定義域都是實數集 R，分別記作 

 

xy sin ， Rx  

xy cos ， Rx  

其中 R 當然可以換成 ),(   

(2)值域： 

因為正弦線、餘弦線的長度小於或等於單位圓的半徑的長度，所以 1sin x ，

1cos x ，即  1sin1  x  

1cos1  x  

這說明正弦函數、餘弦函數的值域都是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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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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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正弦函數 

(1)當且僅當 


kx 2
2
 ，

Zk 時 

1max y
 

(2)當且僅當 


kx 2
2
 ，

Zk 時 

1min y
 

 

 

 

 

 

 

餘弦函數 

(1)當且僅當 kx 2 ，

Zk 時 

1max y
 

(2)當且僅當 )12(  kx ，

Zk 時 

1min y
 

 

 

 

 

三、例題：  

例題 1：求使下列函數取得最大值的自變量 x 的集合，並說出最大值是什麼。 

(1)
 

1cos  xy ， Rx  

(2)
 

xy 2sin ， Rx  

解：(1)使函數 1cos  xy ， Rx 取得最大值的自變量 x 的集合，就是使函數

xy cos ， Rx 取得最大值的 x 的集合 Zkkxx  ,2   

函數 211max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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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令 xz 2 ，那麼 Rx 必須並且只需 Rz ，且使函數 zy sin ， Rz 取得

最大值的 z 的集合








 Zkkzz ,2
2




 

由 


kzx 2
2

2   

得 


kx 
4

 

這就是說，使函數 xy 2sin ， Rx 取得最大值的 x 的集合









 Zkkxx ,
4




 

函數 1max y 。  

 

例題 2：求下列函數的定義域： 

(1) 
x

y
sin1

1


  

(2) xy cos  

解：(1)由 0sin1  x ，得 1sin x  

即 


kx 2
2

3
 ， Zk  

所以原函數的定義域為








 Zkkxx ,2
2

3



 

(2)由 0cos x ，得 





kxk 2
2

2
2

  

所以原函數的定義域為








 Zkkxkx ,2
2

2
2







 

四、鞏固練習： 

課本 63P ，練習4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64P ，習題 8.4 ， 2 ； 

課本 66P ，習題 8.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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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正弦函數、餘弦函數的圖象和性質 

教學目標：1.了解周期函數的概念，會判斷一些簡單的、常見的函數的周期性，

並會求一些簡單三角函數的周期； 

  2.培養數學來源與生活的思維方式。 

教學重點：周期函數的定義，正弦、餘弦函數的周期性。 

教學難點：周期函數的概念。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每年都有春、夏、秋、冬，每星期都是從星期一到星期日，地球每天都繞太陽

自轉，巴士沿固定線路往返等，這些都給我們循環、重覆的感覺，可以“周而

复始”來形容，這叫周期現象。 

二、新課教授： 

(3)周期性： 

P 點的圓周運動，如右圖，點 P 自點 A 起，繞圓周按逆時針方向進行勻速運動。

點 P 的運動軌迹是 

A—B—C—D—A—B—C—D—A—B—C—D— 

顯然點 P 的運動是周期運動。 

設圓周的半徑是 1，每 4 分鐘運動一周。 

設 P 到 A 的離為 y，運動時間為 t，則 y 是 t 的函數，記為  tfy   

則         012840  ffff (在 A 點位置) 

        2141062  ffff (在 C 點位置) 

一般地，點 P 運行 t 分鐘到逹的位置與運行 t+4 分鐘到逹的位置相同，由此能

得到這樣的數學式    tftf  4  

問題 1：  8tf ，  12tf ，與  tf 有什麼說明它們的實際意義。 

  )(8 tftf  ，    tftf  12 ，運行時間不等，但最終位置相同。 

我們稱這樣的函數為周期函數。 

周期函數的定義： 

一般地，對於函數，對定義域內每一個 x 的值，每增加或減少一個不為零的定

值 T，及數值就重覆出現，這個函數就叫做周期函數，即    xfTxf   

上題的周期為 4，8，12， 

最小正週期的概念： 

對於一個週期函數  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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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f 的最小正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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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題最小正的周期為 4。 

注：今後不加特殊說明，所涉及的都是最小正周期。 

三角函數的周期 

由誘導公式 xkx sin)2sin(   ，  cos)2cos(  k )( Zk  

我們有：正弦函數、餘弦函數是周期函數， Zkk (2  且 )0k 都是它們的周

期，最小正周期是 2 。 

三、例題：  

例題 1：求下列函數的周期： 

(1) xy cos3 ， Rx  

(2) xy 2sin ， Rx  

(3) 









62

1
sin2


xy ， Rx  

解：(1)因為餘弦函數的周期是 2 ，所以自變量 x只要並且至少要增加到 2x ，

餘弦函數的值才能重覆取得，函數 xy cos3 ， Rx 的值也能重覆取得。所以

函數 xy cos3 ， Rx 的周期是 2 。 

(2)令 xz 2 ，那麼 Rx 必須並且只需 Rz ，且函數 zy sin ， Rz 的周期

是 2 。就是說，變量 z 只要並且至少要增加到 2z ，函數 zy sin ， Rz 的

值才能重覆取得。而 )(2222   xxz ，所以自變量 x只要並且至少

要增加到 x ，函數值才能重覆取得。從而函數 xy 2sin ， Rx 的周期是

 。 

(3) 令
62

1 
 xz ，那麼 Rx 必須並且只需 Rz ，且函數 zy sin2 ， Rz

的周期是 2 。由於  
6

4
2

1
2

62

1
2





 








 xxz ，所以自變量 x只

要並且至少要增加到 4x ，函數值才能重覆取得。從而函數











62

1
sin2


xy ， Rx 的周期是 4  

結論：函數    xAy sin ， Rx 及    xAy cos ， Rx 的周期



2
T 。 

四、鞏固練習： 

課本 63P ，練習 )2~1.(5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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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課： 

課本 63P ，練習 )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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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正弦函數、餘弦函數的圖象和性質 

教學目標：了解正弦函數、餘弦函數奇偶性，會求正弦函數、餘弦函數單調區

間。 

教學重點：判斷函數奇偶性求正弦函數、餘弦函數單調區間。 

教學難點：會判斷函數單調性。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問題 1：初中時學過函數的奇函數，偶函數的圖象關於什麼對稱？ 

奇函數的圖象關於原點對稱。 

偶函數的圖象關於 y 軸對稱。 

二、新課教授： 

(4)奇偶性： 

問題 2：觀察下圖，可發現正弦函數，餘弦函數的奇偶性嗎？ 

 

 

正弦函數是奇函數。 

餘弦函數是偶函數。 

一般地，如果對函數  xf 的定義域內的任意一個 x，都有    xfxf  ，則

稱為這一定義域內的奇函數。奇函數的圖象關於原點對稱。 

因為    xfxxxf  )sin()sin( ，所以正弦函數是奇函數。 

 

一般地，如果對函數  xf 的定義域內的任意一個 x，都有    xfxf  ，則稱

為這一定義域內的偶函數。偶函數的圖象關於 y 軸對稱。 

因為    xfxxxf  )cos()cos( ，所以餘弦函數是偶函數。 

 

(5)單調性： 

從 xy sin ，的圖像上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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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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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x由
2


 增大到

2


時，曲線逐漸上升， xsin 的值由－1 增大到 1； 

當 x由
2


增大到

2

3
時，曲線逐漸下降， xsin 的值由 1 減小到－1。 

由正弦函數的周期性可知： 

正弦函數 

在每一個閉區間 )(2
2

,2
2

Zkkk 







 





上都是增函數，其值從－1 增大到

1； 

在每一個閉區間 )(2
2

3
,2

2
Zkkk 








 





上都是減函數，其值從 1 減小到－

1。 

所以這兩類閉區間的每一個都是正弦函數的單調區間。 

 

余弦函數 

在每一個閉區間   )(2,)12( Zkkk   上都是增函數，其值從－1 增加到 1； 

在每一個閉區間   )()12(,2 Zkkk   上都是減函數，其值從 1 減小到－1。 

所以這兩類閉區間的每一個都是餘弦函數的單調區間。 

三、例題：  

例題 1：求證：   xxf sin 是偶函數。 

證明：由於對任意 Rx ，有 

   xfxxxf  sin)sin(  

所以   xxf sin 是偶函數。 

例題 2：不通過求值，指出下列各式大於 0 還是小於 0： 

(1) 


















10
sin

18
sin


 

(2) 


















4

17
cos

5

23
cos


 

解：(1)因為
218102


  

且函數 xy sin ， 









2
,

2


x 是增函數，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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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sin

10
sin


 

即 0
10

sin
18

sin 



















 

(2) 
5

3
cos

5

23
cos

5

23
cos




















  




















4

17
cos

5

23
cos


 

4
cos

4

17
cos

4

17
cos











  

因為 



5

3

4
0  

且函數 xy cos ，  ,0x 是減函數，所以 

4
cos

5

3
cos


  

即 0
4

cos
5

3
cos 


 

所以 0
4

17
cos

5

23
cos 




















 

例題 3：求函數 









3
3cos2


xy 的單調減區間。 

解：由於 


  kxk 2
3

32 ， Zk ，得 

9

4

3

2

93

2 


k
x

k
 

所以函數 









3
3cos2


xy 的單調減區間是 










9

4

3

2
,

93

2  kk
)( Zk  

四、鞏固練習： 

課本 64P ，練習8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65P ，習題5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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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函數    xAy sin 的圖象 

教學目標：通過畫圖得知函數    xAy sin 的圖象是如何經正弦函數演變而

來。 

教學重點：掌握函數    xAy sin 的圖象經正弦函數演變的過程。 

教學難點：觀察其演變的過程。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在物理和工程技術的許多問題中，都要遇到形如 )sin(   xAy 的函數解析

式(其中 A，，都是常數)。下面就來討論函數的簡圖的畫法 

二、例題： 

例題 1：畫出函數 xy sin2 ， Rx 及 xy sin
2

1
 ， Rx 的簡圖。 

解：這兩個函數的周期是 2 ，按五個關鍵點列表： 

x  0  
2


   

2

3
 2  

xsin       

xsin2
 

     

xsin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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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由上題觀察到 xsin
2

1
， xsin2 與 xsin 有什麼關係？ 

一般地，函數 xAy sin ， Rx  (其中 0A 且 1A )的圖象，可以看作把正

弦曲線上所有點的_____座標______(當 1A 時)或______(當 10  A 時)到原

來的 A倍(_____座標不變)而得到。 

例題 2：畫出函數 xy 2sin ， Rx 及 xy
2

1
sin ， Rx 的簡圖。 

解：函數 xy 2sin ， Rx 的周期 



2

2
T ， x2 0，

2


， ，

2

3
， 2 ， 

即可求得 x 0 ，
4


，

 2


，

4

3
， ， 

x  0  
4


 

2


 

4

3
   

x2       

x2sin
 

     

函數 xy
2

1
sin ， Rx 的周期 


4

2

1

2
T ， 

2

x 0，
2


， ，

2

3
， 2 ， 即

可求得 x 0 ，
4


，

 2


，

4

3
， ， 

x  0  
4


 

2


 

4

3
   

x
2

1
      

x
2

1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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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函數 xy sin ， Rx  (其中 0 且 1 )的圖象，可以看作把正

弦曲線上所有點的_____座標______(當 1 時)或______(當 10   時)到原

來的


1
倍(_____座標不變)而得到。 

三、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四、家課： 

課本 73P ，練習 )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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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函數    xAy sin 的圖象 

教學目標：通過畫圖得知函數    xAy sin 的圖象是如何經正弦函數演變而

來。 

教學重點：類比函數    xAy sin 的圖象與正弦函數圖象的關係。 

教學難點：歸納函數    xAy sin 的圖象與正弦函數圖象的關係。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問題 1：函數 









3
sin


xy ， Rx 的五個關鍵點應如何求得？ 


3


x 0 ，

2


， ，

2

3
， 2 ， 即可求得 x

3


 ，

6


，

 3

2
，

6

7
，

3

5
 

二、例題： 

例題 1：畫出函數 









3
sin


xy ， Rx 及 










4
sin


xy ， Rx 的簡圖。 

解：先確定五個關鍵點 

x  
3


  

6


 

3

2
 

6

7
 

3

5
 

3


x  0  

2


   

2

3
 2  











3
sin


x  0  1  0  1  0  

 

x  
4


 

4

3
 

4

5
 

4

7
 

4

9
 

4


x  0  

2


   

2

3
 2  











4
sin


x  0  1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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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函數 )sin(  xy ， Rx  (其中 0 )的圖象，可以看作把正弦曲

線上所有點向_____ (當 0 時)或向______(當 0 時)平行移動______個單

位長度而得到。 

 

例題 2：畫出函數及 









3
2sin3


xy ， Rx 的簡圖。 

解：先確定五個關鍵點 

x  
6


  

12


 

3


 

12

7
 

6

5
 

3
2


x  0  

2


   

2

3
 2  











3
2sin3


x  0  3  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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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綜合上本兩節課，歸納 









3
2sin3


xy 與的 xy sin 關係？ 

(1)把 xy sin 的圖像上的所有的點向左平移
3


個單位長度，得到











3
sin


xy 的圖像。 

(2)再把 









3
sin


xy 的圖像上各點的橫座標縮短 )1(  到原來的

2

1
倍(縱坐

標不變)，得到 









3
2sin


xy 的圖像。 

(3)再把 









3
2sin


xy 的圖像上各點的縱座標穬大 )1( A 到原來的 3 倍(橫座

標不變)，得到 









3
2sin3


xy 的圖像。 

共同總結： 

函數 )sin(   xAy ， Rx  

(其中 0A ， 0 )的圖象，可以看作用下面的方法得到：先把正弦曲線上所

有的點向右(當 0 時)或向右(當 0 時)平行移動  個單位長度，再把所有

各點的橫座標縮短(當 1 時)或伸長(當 10   時)到原來的


1
倍(縱座標不

變)，再把所得各點的縱座標伸長(當 1A 時)或縮短(當 10  A 時)到原來的

A倍(橫座標不變)。 

三、鞏固練習： 

課本 74P ，練習5 。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家課： 

課本 75P ，習題 9.4 ，1，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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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 正切函數的圖象和性質 

教學目標：1.掌握正切函數的性質； 

  2.掌握性質的簡單應用； 

  3.會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教學重點：正切函數牝性質的應用。 

教學難點：靈活應用正切函數的性質解決相關問題。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誘導公式中：  )tan( x ？  

  )tan(x  

二、新課教授： 

問題 1：   )tan(x ，這說明是 xy tan 一個怎樣的函數？ 

xy tan 是一個周期函數，最小正周期是  

 

問題 2：回憶之前學過的正切線。 

其中單位圓 O， AT
OA

AT
tan  

我們稱：正切線 AT 

問題 3：正切函數的定義域是什麼？ 









 zkkxx ,
2

| 


 

所以我們選區間 









2
,

2


作函數

xy tan 的圖象 

問題 4：現在利用正切線畫出函數

xy tan ， 









2
,

2


x 的圖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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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正切函數的周期性，我們可以把上述圖象向左、右擴展，得到正切函數的

圖象，並把 

它叫做正切曲線。 xy tan ， Rx 且 )(
2

zkkx  


 

 
正切曲線是由被相互平行的直線所隔開的無窮多支曲線組成的。 

問題 5：觀察上圖填寫下表： 

正切函數的 

定義域：________________ 

值域：________________ 

周期性：________________ 

奇偶性：________________ 

單調性：在開區間________________內，單調遞________________ 

三、例題：  

例題 1：討論函數 









4
tan


xy 的性質。 

解：定義域： 

令
4


 xz ，那麼函數 zy tan 的定義域是 









 zkkzz ,
2

| 


 

由 


kx 
24

，可得 







kkx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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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函數 









4
tan


xy 的定義域是









 zkkxx ,
4

| 


。 

值域： R  

周期： 



1
T  

奇偶性：非奇非偶 

單調性： 





kxk 
242

， Zk 單調遞增 

所以在 









4
,

4

3 



 kk 上是增函數  

 

例題 2：比較
7

32
tan


與

9

49
tan


的大小 




















7

3
tan

7

3

7

35
tan

7

32
tan


 

9

4
tan

9

4

9

45
tan

9

49
tan











  

因為
29

4

7

3

2


  

而 xy tan 在 









2
,

2


區間內，單調遞增， 

所以
9

49
tan

7

32
tan


  

例題 3：求函數 )tan( baxy  )0( a 的周期。 

分析：與    xAy sin ， Rx 的周期


2
T 類同。 

解： )tan( baxy  的周期
a


T 。 

四、鞏固練習： 

課本 97P ，練習4 ，6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80P ，習題 10.4 ，1， 2 ，4 。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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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已知三角函數的值求角 

教學目標：1.要求學生初步了解反正弦函數的意義，會由已知角的正弦值、餘

弦、正切求出主值範圍內的角，並能用反正弦，反餘弦，反正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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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重點：已知三角函數值求出給定範圍內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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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特殊角的三角函數值： 

 
6


 

4


 

3


 

sin    

cos     

tan     

二、新課教授： 

問題 1： 
2

2
sin x ，且 










2
,

2


x ，求 x？  

4


x  

問題 2：在區間 









2
,

2


上， ax sin 滿足條件 )11(  a 的有幾個？  

有且只有一個 

 

問題 3：在區間  2,0 上， ax sin 滿足條件 )11(  a 的有幾個？ 

當 1a 或 1a 時，有且只有一個； 

當 11  a ，且 0a 時，有兩個； 

當 0a 時，有兩個。 

 

問題 4：在區間  ,0 上， ax cos 滿足條件 )11(  a 的有幾個？ 

有且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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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在區間  2,0 上， ax cos 滿足條件 )11(  a 的有幾個？ 

當 1a 時，有且只有一個； 

當 11  a ，有兩個。誘導公式應用廣泛，不但已知任意一個角，(角必須屬

於這個函數的定義域)，以求出它的三角函數值，而且反過來，如果已知一個三

角函數值，也可以求出與它對應的角。 

 

簡單理解反正弦： 

xy sin ， Rx  

(1)在 R 上無反函數 

(2)在










2
,

2

 上， xy sin ，x 與 y 是一一對應的，且區間










2
,

2

 比較簡單 

所以在










2
,

2

 上， xy sin 的反函數稱作反正弦，記作

 11arcsin  xxy ，(奇函數) 

注：已知三角函數求角： 

首先應弄清：已知角求三角函數值是單值還是多值的  

三、例題： 

例題 1：(1)已知
2

2
sin x ，且 










2
,

2


x ，求 x 的值 

(2)已知
2

2
sin x ，  2,0x ，求 x 的值 

(3)已知
2

2
sin x ，且 Rx ，求 x 的值 

解：(1)因為在 









2
,

2


上正弦函數是單調遞增的，且符合條件的角只有一個 

所以
4


x (即

42

2
arcsin


x ) 

(2)因為 0
2

2
sin x ，所以 x 是第一或第二象限角 

因為
2

2

4
sin

4
sin 











 所以

4


x 或

4

3

4


 x  

即(
42

2
arcsin


x 或

4

3

2

2
arcsin


 x ) 

(3)因為 0
2

2
sin x 所以 x 是第三或第四象限角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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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4
sin

4
sin 











 ，所以    zkkkx 

4
12

4
2





  

2

2

4
sin

4
sin 











 ，所以    zkkkx 

4
22

4
22





   

(即
4

2


  kx  zkkx 
4

2


或 或  















2

2
arcsin1

k
kx  ） 

注：這裡用到   xx arcsinarcsin  ，因為 xy arcsin 是奇函數 

 

例題 2：(1)已知 3322.0sin x ，且 









2
,

2


x ，求 x (用弧度表示)； 

(2)已知 3322.0sin x ，且  2,0x ，求 x 的取值集合。 

解：(1) 3322.0sin)sin(  xx ，利用計數機得： 4219  
x ， 

所以，
900

97
4219

 x ； 

(2)由正弦函數的單調性和 

)4219sin(4219sin)4219180sin(   ， 

)4219sin(4219sin)4219360sin(   ， 

可知 4219180   角， 4219360   角的正弦值也是 3322.0 ， 

所以， x的取值集合為 63340,42199   ，即








900

1703
,

900

97 
。 

四、鞏固練習： 

課本 85P ，練習 3(3)。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85P ，習題4.11， 2(1)，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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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已知三角函數的值求角 

教學目標：要求學生掌握反餘、反正切弦函數的意義，會由已知角的正弦值、

餘弦、正切求出主值範圍內的角，並能用反正弦，反餘弦，反正切

的符號表示角或角的集合； 

教學重點：已知三角函數值求出給定範圍內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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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已知三角函數的值求角的解步驟是怎樣的？ 

二、新課教授： 

有反正弦函數同理也有 

反餘弦函數： 

由 .,cos Rxxy   

 

 

 

 

 

在  ,0 上， xy cos 的反函數稱作反餘弦函數，記作  11arccos  xxy (非

奇非偶函數)。 
 

反正切函數： 

Rxkxxy  ,
2

,tan


  

(1)在整個定義域上無反函數  

(2)在 









2
,

2


上 xy tan 的反函數稱作反正切

函數，記作 xy arctan  Rx (奇函數)。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x 

y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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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例題： 

例題 1： (1)已知 7660.0cos x ，且  ,0x ，求 x 的值 

(2)已知 7660.0cos x ，且  2,0x ，求 x 的值 

(3)已知 7660.0cos x ，且 Rx 求 x 的值 

解：(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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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9

2
x (即 7660.0arccosx ) 

(2)因為 07660.0cos x ，所以 x 是第二或第三象限角  

因為 7660.0
9

2
cos

9

2
cos 























  

所以
9

7

9

2 
 x 或

9

11

9

2 
 x  

(3)由上題：
9

7
2


  kx 或  zkkx 

9

11
2


  

因為   ,arccosarccos xx    

所以上題    zkkkx 
9

7
27660.0arccos2


  

例題 2： 

(1)已知
3

1
tan x ，且 










2
,

2


x ，求 x (精確到 1.0 )； 

(2)已知
3

1
tan x ，且  2,0x ，求 x 的取值集合。 

解：(1)由正切函數在開區間 









2
,

2


x 上是增函數和

3

1
tan x ，可知符合條

件的角有且只有一個，利用計數機可得 6218  
x  (或

10


)  

(2)由正切函數的周期性，可知當 



10

x 時，
3

1
tan x 。 

所以所求的的集合是 



10

x  

四、鞏固練習： 

課本 85P ，練習 2)~3(1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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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家課： 

課本 85P ，習題4.11， 4)~2(2 ，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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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A 三角函數的複習課一 

教學目標：重溫三角函數的定義及性質。 

教學重點：掌握三角函數的圖象及性質，會運用各公式解決問題。 

教學難點：綜合解決問題。 

授課類型：練習課。 

教學過程： 

一、定義： 

正弦函數 sin A＝
A 的對邊

斜邊
，餘割函數 sc cA＝

A

斜邊

的對邊
， 

餘弦函數 sco A＝
A 的鄰邊

斜邊
，正割函數sec A＝

A

斜邊

的鄰邊
， 

正切函數 tan A＝
A



的對邊

A的鄰邊
，餘切函數cot A＝

A





A的鄰邊

的對邊
。 

二、特別角的三角函數值： 

(1)30：
1

sin 30
2

  ，
3

s30
2

co   ，
1

tan 30
3

  ； 

csc30 2  ，
2

s c30
3

e   ，cot 30 3  。 

(2) 45：
1

sin 45
2

  ，
1

s 45
2

co   ， tan 45 1  ； 

csc45 2  ，s c45 2e   ，cot 45 1  。 

(3) 60：
3

sin 60
2

  ，
1

s60
2

co   ， tan 60 3  ； 

2
s 60

3
c c   ，sec60 2  ，

1
cot 60

3
  。 

三、弧度與角度： 180  ，一圈為2 或360。弧度變角度
180




 ，角度

變弧度
180





。 

所以 (a) 30 30
180 6

 
   


，(b) 45 45

180 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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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0
180 3

 
   


； 

(d)
180

90
2 2

 




   ，(e)

5 5 180
150

6 6

 




   ，(f)

2 2 180
120

3 3

 




   。 

四、象限：一圈共分成四個象限， 

若 在第一象限表示0 90   或0
2


  ， 

若 在第二象限表示90 180   或
2


   ， 

若 在第三象限表示180 270   或
3

2


   ， 

若 在第四象限表示270 360   或
3

2
2


   。 

 

 0或0  90或
2


 180或  270或

3

2


 

sin  0 1 0 -1 

cos  1 0 -1 0 

五、(1) sin 與cos的正負情形： 

 

 

 

 

(2)特別角的 sin 值與cos 值： 

角度 120  135  150  210  225  240  300  315  330  

弧度 
2

3


 

3

4


 

5

6


 

7

6


 

5

4


 

4

3


 

5

3


 

7

4


 

11

6


 

sin  
2

3
 

2

2
 

2

1
 

2

1
  

2

2
  

2

3
  －

3

2
 

2

2
  

2

1
  

 一 二 三 四 

sin  ＋（正） ＋（正） －（負） －（負） 

cos  ＋（正） －（負） －（負） ＋（正） 



2015/2016 
參選編號：C014 

250 
 

cos  
2

1
  

2

2
  

2

3
  

2

3
  

2

2
  

2

1
  

2

1
 

2

2
 

2

3
 

(3)將任意角改成銳角（0 90   ）的方法： 

(a)若任意角在第二象限：用 減任意角。 

 sin sin    ，  csc csc    ， 

 cos cos     ，  sec sec     ， 

 tan tan     ，  cot tco     。 

(b)若任意角在第三象限：用任意角減 。 

 sin sin     ，  s sc c c c     ， 

 s cosco      ，  sec sec     ， 

 tan tan    ，  cot cot    。 

(c)若任意角在第四象限：用 2 減任意角。 

 sin 2 sin     ，  s 2 sc c c c     ， 

 s 2 sco co    ，  sec 2 sec    ， 

 tan 2 tan     ，  t 2 tco co     。 

六、例題： 

1.扇形的弧長與面積： 

(1)弧度量的定義：設有一圓，圓心為 O，半徑為 r。在圓周上取一段圓弧

PQ ，

使得圓弧

PQ 的長度等於 r，規定這一段圓弧


PQ 所對的圓心角POQ 就定義成

1 弧度。 

(2)扇形 POQ 中心角弧度，半徑為 r，弧長 PQ 為 s，A 為扇形 POQ 的面積，

則 s=r ，A=
1

2
 r

2
= 

1

2
rs 

 

O
P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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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1：有一圓形紙片如右圖中圓 O，將其中扇形(陰影部分)ROP 剪去，並將

兩半徑 OP、OR 重合粘在一起，成一圓錐。以 r 表圓的半徑，以表示圓心角ROP

的弧度，以 l 表示圓弧 PQR 的長，用下列選項中的那些值，就可以求出圓錐的

體積？ 

(A)只用 r 值。 

(B)只用圓弧 l 值。 

(C)只用 r 和值。  

(D)只用 r 和 l 值。 

(E)只用 l 和值。    

Ans：(C)(D)(E)     

 

 

 

 

 

 

 

2.三角函數的圖形： 

(1)各三角函數的圖形： 

  y=f(x)=sinx 的圖形： 

 

 

 

  

 

 

 

 

  

 

 y=f(x)=cosx 的圖形： 

 

O 

P 

R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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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f(x)=tanx 的圖形： 

 

 

 

 

 

 

 

 

 

 

 

 

 

y=f(x)=cotx 的圖形： 

 

 

 

 

 

 

 

 

 

 

 

  y=f(x)=secx 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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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f(x)=cscx 的圖形： 

 

 

 

 

 

 

 

 

 

 

 

(1)三角函數的範圍： 

  1s i n x ， 1cos x ， xx cot,tan 任意實數 1sec x ， 1csc x  

(2)有關週期與振幅、圖形的平移： 

  f(x)=Asin(px+q)+B    週期：
2

p
      振幅：|A| 

圖形沿 x 軸方向平移 q，再沿 x 伸縮
1

p
 倍，再沿 y 軸方向伸縮 A 倍， 

最後沿 y 軸平移 B。 

 

3.和角公式、倍角公式、和與積互化： 

(1)和角公式： 

和角公式的精神在於已知、的三角函數，可以推知+、的三角函數。 

推導公式 cos( )=coscos+sinsin 

  證明：先做一單位圓，如右圖 

其中 A(cos，sin)、B(cos，sin)，AOB=， 

因為
2

AB =(coscos)
2
+(sinsin)

2
=22(coscos+sinsin)......  

y

xO (1.0)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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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餘弦定理：
2

AB = )cos(2
22

  OBOAOBOA  

       所以
2

AB =1
2
+1

2
211 cos( )=22 cos( )..................  

       由 可得 cos( )=coscos+sinsin 

  討論：(a)如果 A,O,B 共線上述的結果會成立嗎？ 

       (b) > 時，上述的結果會成立嗎？ 

 

由 cos()=coscos+sinsin可推得： 

   s i ns i nc o sc o s)c o s (     s i nc o sc o ss i n)s i n (   

   s i nc o sc o ss i n)s i n (      s i ns i nc o sc o s)c o s (   

  





t a nt a n1

t a nt a n
)t a n (




    






t a nt a n1

t a nt a n
)t a n (




  

(2)倍角公式： 

倍角公式的精神：已知一個角度的三角函數，就可推知 2、/2 的三角函數。 

  在和角公式中，令=，即可推得： 

二倍角公式： 

   c o ss i n22s i n      2222 s i n211c o s2s i nc o s2c o s   

  





2t a n1

t a n2
2t a n


  

三倍角公式： 

   3s i n4s i n33s i n   

   c o s3c o s43c o s 3   

(3)和與積互化公式： 

(a)積化和差 

  )s i n ()s i n (c o ss i n2    

  )s i n ()s i n (s i nc o s2    

  )c o s ()c o s (c o sc o s2    

  )c o s ()c o s (s i ns i n2    

(b)和差化積 

  
2

c o s
2

s i n2s i ns i n
yxyx

yx


  

  
2

s i n
2

c o s2s i ns i n
yxyx

yx


  

  
2

c o s
2

c o s2c o sc o s
yxyx

yx


  

  
2

s i n
2

s i n2c o sc o s
yxyx

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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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例題 2：設ABC 為一直角三角形，BCDE 為以


BC 為一邊向外作出的正方形，

若


BC =5，


CA=4，


AB =3，試求cosACD=       ，ACD的面積=          。

Ans：
3

5
，8 

 

 

 

例題 3：在ABC 中，A 為鈍角，且 sinA= 
12

13
， sinB= 

3

5
，且 c=9，試問此三

角形的外接圓半徑為         。 Ans：
65

14
 

 

 

 

 

例題 4：如圖所示，P,Q,R 是圓心為 O 之單位圓上的點，P(1,0)，Q(
3

5
，

4

5
)，R(x,y)，

弧長 PQ=弧長 QR，則求 R 的坐標。Ans：R(
7

25
，

24

25
) 

 

 

 

 

 

 

例題 5：tan，tan為 x
2
+5x2=0 之二根，求 

(1)tan(+)=?  

 

O P(1,0) 

Q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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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s2)cos()sin(5)(sin 22  =?  

Ans：(1)
5

3
 (2)2 

 

 

 

 

例題 6： 

試作下列各小題： 

(1)cos20

+cos100


+cos140


=？ 

(2)cos100

sin50


+sin50


cos20


cos20


cos100


=？  

(3)cos20

cos40


cos80


=？  

Ans：(1)0 (2)
3

4
(3)

1

8
 

 

 

 

 

 

 

例題 7：在ABC 中，試證： 

(1)cosA+cosB+cosC=1+4sin
A

2
sin

B

2
sin

C

2
。  

(2)tanA+tanB+tanC=tanCtanBt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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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B 三角函數的複習課二 

教學目標：重溫反三角函數的定義及性質。 

教學重點：掌握反三角函數的圖象及性質，會運用各公式解決問題。 

教學難點：綜合解決問題。 

授課類型：練習課。 

教學過程： 

 

4.反三角函數： 

(1)反函數的意義： 

  給定函數 f(x)、g(y)，設 x,y 分別是 f(x)、g(y)定義域內任意元素，如果 g(f(x))=x

且 f(g(y))=y 則稱 f(x)與 g(y)互為反函數，f(x)的反函數記為 f
1

(x)，即 g(x)=f
1

(x)。

此時 f(x)、g(x)的定義域與值域互換，即 f(x)的定義域為 f
1

(x)的值域，f(x)的值

域為 f
1

(x)的定義域。 

 

(2)反正弦、反餘弦、反正切的意義： 

sin
1

a 的意義： 

對於每一個實數 a[1,1]，在區間[


2
,


2
]內，都恰有一個實數 x，使得 sinx=a。

這個唯一的實數 x，就記為 sin
1

a(有時也記為 arcsina)，讀做 arcsinea。 

  例如：因為在[


2
,


2
]內只有



6
使得 sin



6
 = 

1

2
，所以 sin

11

2
=


6
。 

        因為在[


2
,


2
]內只有



4
使得 sin



4
 = 

 2

2
，所以 sin

1
(
 2

2
)= 



4
。 

cos
1

a 的定義： 

對於每一個 a，1a1，在區間{x|0x}上都恰有一個實數 x 使得 cosx=a。這

個唯一的實數 x，就記為 cos
1

a(有時也記做 arccosa)，讀做 arc cosinea。 

  例如：因為 0


3
，cos



3
=

1

2
，所以 cos

11

2
=


3
。 

        因為 0
5

6
，cos

5

6
 = 

 3

2
，所以 cos

1
(
 3

2
)= 

5

6
。 

tan
1

a 的定義： 

對於每一個實數 a，在區間(


2
,


2
)內，都恰有一個實數 x，使得 tanx=a。這個唯

一的實數 x，就記為 tan
1

a(有時也記為 arctana)，讀做 arctangenta。 

  例如：因為在(


2
,


2
)內只有



4
使得 tan



4
 =1，所以 tan

1
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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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


2
,


2
)內只有



3
使得 tan



3
 = 3 ，所以 tan

1
( 3 )= 



3
。 

(3)反正弦函數、反餘弦函數、反正切函數： 

(a)定義反正弦函數： 

  根據 sin
1

x 的定義，可知我們限制 y=sinx 的定義域到[


2
,


2
]，此時 y=sinx 為 1 

  對 1 的函數，因此可以定義反正弦函數 y=f(x)=sin
1

x， 

  可知定義域={x|1x1}，值域={y|


2
y



2
}。 

  反正弦函數的圖形： 

  對於 a[


2
,


2
]，點(a,b)在 y=sinx,的圖形上  

   點(b,a)在 y=sin
1

x 的圖形上。 

  所以 y=sinx，x[


2
,


2
]與 y=sin

1
x 的圖形對稱於直線 y=x。 

(b)定義反餘弦函數： 

  根據 cos
1

x 的定義，可知我們限制 y=cosx 的定義域到[0,]，此時 y=cosx 為 1 

  對 1 的函數，因此可以定義反餘弦函數 y=f(x)=cos
1

x， 

  可知定義域={x|1x1}，值域={y|0y}。 

  反餘弦函數的圖形： 

  對於 a[0,]，點(a,b)在 y=cosx 的圖形上  

   點(b,a)在 y=cos
1

x 

  的圖形上。所以 y=cosx，x[0,]與 y=cos
1

x 的圖形對稱於直線 y=x。 

(c)根據 tan
1

x 的定義，可知我們限制 y=tanx 的定義域到(


2
,


2
)，此時 y=tanx 為

1 

  對 1 的函數，因此可以定義反正切函數 y=f(x)=tan
1

x， 

  可知定義域=R，值域={y|


2
<y<



2
}。 

  反正切函數的圖形： 

  對於 b(


2
,


2
)，點(a,b)在 y=tanx,的圖形上  

   點(b,a)在 y=tan
1

x 的圖形上。 

所以 y=tanx，x(


2
,


2
)與 y=tan

1
x 的圖形對稱於直線 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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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題： 

例題 1：求下列各小題的值： 

(1) sin
1

(cos
5

6
)  (2) sin(sin

1 3

2
)  (3) cos

1
(cos1000)  (4) tan

1
(tan

7

12
) 

Ans：(1)


3
 (2) 

3

2
 (3)0  (4)

5

12
 

 

 

 

 

 

 

 

(E)三角函數的疊合與極值問題： 

設 a,b 為實數，且 a
2
+b

2
0，則函數 y=asinx+bcosx 可以表為 y= a

2
+b

2
sin(x+)，

其中為滿足 sin=
b

a
2
+b

2，cos=
a

a
2
+b

2的角。 

證明：因為 y=asinx+bcosx= a
2
+b

2
(

a

a
2
+b

2sinx+
b

a
2
+b

2cosx)， 

        而且(
a

a
2
+b

2)
2
+(

b

a
2
+b

2)
2
=1，點 P(

a

a
2
+b

2，
b

a
2
+b

2)在單位圓上，  

        因此可找到一個角度，使得 sin=
b

a
2
+b

2，cos=
a

a
2
+b

2， 

        所以 y= a
2
+b

2
(cossinx+sincosx)= a

2
+b

2
 sin(x+)。 

 

例題 2：30

150

， 1cossin3 y ，則 =?時，y 有最小值=    ； 

 =?時，y 有最大值=     。  Ans：30

,1；1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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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3： 

0x2，f(x)=2sinx+cosx5，在 x=發生最大值，x=發生最小值，試求=？最

大值？(cos,sin)=?  Ans：cos
1 1

5
， 5 5 

 

 

 

 

 

例題 4：求 f()=sin2+sin +cos，02，的最大、小值。Ans：1+ 2 ，
5

4
 

[提示]：sin2=2sin cos ，可令 t=sin +cos  

 

 

 

 

 

 

例題 5：函數 f(t)=sin
2
2t3cos

2
t 在 0t2的範圍內，求其最大值、最小值。 

Ans：
1

1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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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平面向量 

5.1.1 向量 

教學目標：能了解有向線段的意義及其標記法；向量與有向線段的分別。 

教學重點：知道向量具有大小與方向兩要素。 

教學難點：向量的物理背景與概念。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新課教授： 

向量又稱矢量，最初被應用於物理學，很多物理量都是向量。本課本討論的向

量是一種具有幾何和代數雙重身份的數學概念。 

標量：只需用一個實數就可以表示的量。 

向量：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 

向量不能比較大小。 

問題 1：下列哪些是標量，哪些是向量：？ 

力，溫度，時間，速度，面積，位移，電場強度，磁感應強度。 

 

向量的表示法： 

有向線段：具有方向的線段。 

有向線段包含三個要素：起點、方向、長度。 

 

如右圖示，把起點 A與終點 B 以有向射線連接，並注明兩

點間之距離及射線之方向(即與水平線之夾角的觀念)，就

是向量。記作


AB ，而


AB 的大小叫做


AB 的模，表示為



AB 。 

或用小寫字母表示，如


a 、


b 。 

 

向量和有向線段的區別： 

(1) 向量只有大小和方向兩個要素，與起點無關，長度相等且方向相同為相同向

量。 

(2) 有向線段的三個要素：起點、方向、長度，即使長度相等且方向相同，而起

點不同的有向線段，也不是相同的有向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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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向量：長度為的0 向量，記作


0 ，


0 的方向是任意的的。 

單位向量：長度等於1個單位長度的向量。 

平行向量：方向相同或相反的非零向量。 

如右圖示，三個向量


c 、


b 、


c 所在的直線平行，易知這三個向量

平行，記作


cba //// ，我們也可以稱這三個向量共線。 

我們規定


c 與任一向量平行。 

問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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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如何定義兩個相等向量？ 

 

相等向量：長度相等且方向相同的向量。 

如上圖示，向量


c 與 A相等，記作


 ba 。任意兩個非零的相等向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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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線向量：如上圖示，任作一條與


c 所在直線平行的直線 l，

在 l 上取一點O，則可在 l 上分別作出 aOA 


， cOC 


，

這就是，任一組平行向量可移到同一直線上，因此，平行

向量也叫做共線向量。 

二、例題：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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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DOCBOA ；  



 EODCOB ； 



 FOEDABOC  

 

例題 2：判斷以下各題是否正確。 

(1)平行向量是否一定方向相同？ 不一定 

A B 

C 

D E 

F 
O 

O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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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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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題 3：下列和種情況中，向量的終點各構成什麼圖形？ 

(1)把所有單位向量平移到同一個起點。 一個半徑為 1 的圓 

(2)把平行於某一直線的所有單位向量平移到同一個起點。 兩個點 

(3)把平行於某一直線的所有向量平移到同一個起點。 一條直線 

三、鞏固練習： 

課本 106P ，練習 1.5 ，1， 2 。 

四、課堂小結： 

 向量的概念與表示方法？ 

五、家課： 

課本 106P ，習題 1.5 ，1，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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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向量的加法與減法 

教學目標：1.掌握向量的加法，會作向量的和； 

  2.與物理學科之間的滲透，改善數學學習信念，提高學生學習數學

的興趣。 

教學重點：向量加法的概念和向量加法的作圖。 

教學難點：對向量加法定義的理解，多個向量加法的作圖。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一物體在常力
1 2,F F 作用下沿直線從點 1M 移動到點 2M ，則力 F 即為力

1 2,F F 的

合力。 

 

 

 

 

 

 

 

 

 

向量的加法：兩個向量和的運算，叫做向量的加法。 

問題 1：如下圖，巴士從 A 到 B，再從 B 到 C，則兩次位移的和是                   

 

問題 2：如下圖，巴士從 A 到 B，再從 B 到 D，則兩次位移的和是                   

 

問題 3：如下圖，巴士從 A 到 B，再從 B 到 E，則兩次位移的和是                   

 

 

 

 

 

問題 4： 

綜合以上的結論是什麼？ 

三角形法則：設已知向量


a、


b，以空間任意一點O為始點接連作向量


 aOA ，

A  

 

B C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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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a


A B C 

a


A B C 



 bAB 得一折線 OAB，從折線的端點 O 到另一端點 B 的向量


 cOB ，叫做兩

向量


a 與


b 的和，記作


 bac 。這種兩個向量和的方叫三角形法則。 

注：作平移，首尾連，由起點指終點。(首尾順次相連) 

平行四邊形法則：如果以兩個向量


OA，


OB 為鄰邊組成一個平行四邊形OACB ，

那麼對角線向量


 OBOAOC 。 

這種兩個向量和的方叫平行四邊形法則。 

注：在自由向量的意義下，兩向量合成的平行四邊形法則 

可歸結為三角形法則. 

特殊情況：


 BCABAC  

所以


AC 是所求。 

二、例題： 

例題 1：已知向量


a ，


b ，求作向量


 ba 。 

作法：在平面內任取一點O，作向量


 aOA ，


 bAB 。則


 baOB 。 

 

 

a


a


b


O A 

B c

O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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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OB是所求。 

向量的加法滿足下面的運算規律： 

(1)交換律： 


 baba  

(2)結合律： )()(


 cbacbacba  

(3) 


 aaa 00  

(4) 


 0)( aa  

 

例題 2：如右圖，一艘船從 A 點出發以 32 km/h 的速度向垂直於對岸的方向行

駛，同時河水的流速為 2 km/h。求船實際航行速度的大小與方向(用與流速間的

夾角表示)。 

解：設


AD 表示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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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船實際航行的速度。 

在 ABCRt 中， 2


AB ， 32


BC  

所以 4
22




BCA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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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鞏固練習： 

課本 109P ，練習 2 ， 3 ，4 。 

四、課堂小結： 

 向量加法法則有哪些？ 

五、家課： 

課本 113P ，習題 2.5 ， 2 ，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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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5.2.2 向量的加法與減法 

教學目標：1.掌握向量的減法，會作向量的差； 

  2.培養學生主動探求知識、合作交流的意識，感受數學思維的全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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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向量減法的作圖。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三角形法則：首尾順次接。 

平行四邊形法則：首首接，作平行四邊形對角線。 

化簡： 


COBOOCOA            。 

二、新課教授： 

相反向量：與a 長度相等，方向相反的向量。 

記作 a ，a 和 a 互為相反向量。 

規定： 

(1)零向量的相反向量仍是零向量。 aa  )(  

(2)任一向與它相反向量的和是零量。 0)()(  aaaa  

(3)如果a ，b 互為相反的向量，那麼 ba  ， ab  ， 0 ba  

向量a 加上b 的相反向量，叫做a 與b 的差，即 )( baba   

向量的減法：兩個向量差的運算。 

問題 1：怎樣作向量差的圖？ 

作向量的差：已知向量


a ，


b ，求作向量


 ba 。 

因為 bbabba  )()(  

aa  0  

所以作法：在平面內任取一點O ，作向量


 aOA ，


 bOB 。則


 baBA 。 

  

 

 

 

所以


BA是所求。 

O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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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注：首首接，終減始。 

問題 2：上題中，作


 ab ，那麼所得向是什麼？ 

  

 

 

 

 

所以


AB是所求。 

問題 3：如下圖， ba // ，怎樣作出


 ba 呢？ 

所以


CB 是所求。 

三、例題： 

例題 1：如圖，已知向量 a，b，c，d，求作向量


 ba ，


 dc  

作法：在平面上取一點O，作向量


 aOA ，


 bOB ，


 cOC ，


 dOD 。作


BA，



DC ，則


 baBA


 dcDC  

 

例題 2：平行四邊形 ABCD中， aAB 


， bAD 


，用a，b 表示向量


AC 、


DB  

解：由作向量和的平行四邊形法則，得 baAC 


 

O 
A 

B 

c

a


A B C 

a


a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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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作向量差的方法，知 baADABDB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12P ，練習1 ， 2 。 

五、課堂小結： 

 向量減法法則是怎樣的？ 

六、家課： 

課本 113P ，習題 2.5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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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實數與向量的積  

教學目標：1.掌握實數與向量的積的定義及實數與向量的積的運算律； 

  2.理解兩個向量共線的充要條件； 

教學重點：實數與向量的積的定義、運算律，向量共線的充要條件。 

教學難點：對向量共線的充要條件及平面向量基本定理的理解，既是本節的難

點亦是本章的難點。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新課教授： 

實數與向量的積 

問題 1：已知非零向量a ，作出 aaa  和 )()()( aaa   

 

 

 

 

 

由上圖可知 aaaBCABOAOC 


， 把 a 記作 a3 ，即

aOC 3


。 

由上圖可知 )()()( aaaMNQMPQPN 


， 把 )()()( aaa  記

作 a3 ，即 aPN 3


。 

問題 2：實數與向量的積，與原向量的方向和長度有什麼關係？ 

a3 的方向與a 的方向相同， a3 的長度是a 的長度的 3 倍，即 aa 33  ； 

a3 的方向與a 的方向相反， a3 的長度是a 的長度的 3 倍，即 aa 33  。 

綜合以上結論得：  

 

一般地，實數與向量a 的積是一個向量，記作 a ， 它的長度與方向規定如

下： 

(1) aa   ； 

 

N M Q P 

  

  

O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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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 0 時， a 的方向與a 的方向相同；  

 當 0 時， a 的方向與a 的方向相反； 

 當 0 時， 0a 。 

 

根據實數與向量的積的定義，可以驗證下面的運算律。 

設， 為實數，那麼 

(1)結合律： aa )()(    

(2)分配律： aaa   )(  

(3)分配律： baba   )(  

二、例題： 

例題 1：計算： 

(1) a4)3(   

(2) ababa  )(2)(3  

(3) )23()32( cbacba   

解：略。 

三、新課教授： 

向量共線的充要條件： 

定理 向量b 與非零向量a 共線的要條件是有且只有一個實數，使得 ab  。 

四、例題： 

例題 2：如右圖，已知


 ABAD 3 ，


 BCDE 3 。 

試判斷


AC 與


AE 是否共線。 

解：因為


 DEADAE  

   



 BCAB 33  

   )(3


 BCAB  

   



 AC3  

所以


AC 與


AE 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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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鞏固練習： 

課本 115P ，練習1 ， 2 ， 3 ，4 。 

六、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七、家課： 

課本 118P ，習題 3.5 ， 2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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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實數與向量的積  

教學目標：1.理解平面向量的基底的意義與作用，學會選擇恰當的基底，將簡

單圖形中的任一向量表示為一組基底的線性組合； 

  2.通過對平面向量基本定理的探究過程，讓學生體會數學定理的產

生、形成過程，體驗定理所蘊含的轉化思想。 

教學重點：平面向量基本定理的理解與應用。 

教學難點：對平面向量基本定理的發現和形成過程。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向量共線的充要條件是什麼？ 

二、新課教授： 

問題 1：如圖設
1e 、

2e 是同一平面內的兩個不共線的向量，以
1e 、

2e 表亍下列

向量： 

 

 

 

 

 

 

 

 

 

 

問題 2：平面內任一向量是否可以用兩個不共線的向量來表示？ 

若
1e 、

2e 是兩個不共線向量，a 是平面中的任一向量，則a 一定可以表示成

2211 eea   1 1 2 2  a e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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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2 ，使 2211 eea   。 

我們把不共線的向量
1e 、

2e 叫做表示這一平面內所有向量的一組基底。 

 

注：(1) 我們把不共線向量
1e 、

2e 叫做表示這一平面內所有向量的一組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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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底：不唯一，共面不共線；基底確定了，對於平面內的每個向量來說，實數對 1 、 2 的

值唯一確定； 

(3)觀察表示形式，從左到右的過程實際上可以看成是向量的分解，反過來則是向量的合成； 

(4)當
1e 、

2e 互相垂直時，就稱為向量的正交分解。 

 

問題 3：對比向量共線定理，在內容和表述形式上有什麼區別和聯繫？ 

三、例題： 

例題 1：已知向量
1e 、

2e ，求作向量 21 35.2 ee  。 

 

 

 

 

 

作法：如右圖，任取一點O ，作 15.2 eOA 


， 23eOB 


，作平行四邊 OACB。 

於是


OC 就是所求作的向量。  

 

例題 2：如圖，平行四邊 ABCD 的對角線相交於點 M，且 aAB 


， bAD 


，

用a 、b 表示


MA、


MB、


MC 和


MD。 

解：在平行四邊形 ABCD 中， 

因為 baADABAC 


 

baADABDB 


 

所以


 ACMA
2

1
 

)(
2

1
ba   

ba
2

1

2

1
  



 DBMB
2

1
 

)(
2

1
ba   

D
C

M

B
A

 

O 

B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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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2

1

2

1
  

baACMC
2

1

2

1

2

1




 

baDBMBMD
2

1

2

1

2

1




 

例題 3：如圖，


OA，


OB不共線用表示，


 ABtAP )( Rt ，用


OA、


OB表示



OP。 

解：因為


 ABtAP  

所以


 APOAOP  



 ABtOA  

)(


 OAOBtOA  



 OAtOBtOA  



 OBtOAt)1(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18P ，練習1 ， 2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119P ，習題 3.5 ，5 ，6 ，7 。  

O A 

B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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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平面向量的座標運算  

教學目標：1.理解平面向量的座標概念； 

2.通過平面向量座標表示和座標運算法則的推導培養學生歸納、猜想、演繹的

能力。 

教學重點：平面向量的座標運算。 

教學難點：平面向量的座標意義。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探究學習。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1)相等向量：長度相等且方向相同的向量； 

(2)平面向量的基本定理： 2211 eea   。 

二、新課教授： 

問題 1：下圖中點 A 座標是？能用座標表示向量


OA，


BC 嗎? 

 

問題 2：在平面直角座標系中，每一個點都可用一對實數 ),( yx 表示，那麼，每

一個向量可否也用一對實數來表示？ 

是，對於a ，有且僅有一對實數 ),( yx 與之對應。 

 

在直角座標系內，我們分別選取與軸 x、 y 軸方向相同的兩個單位向量 i ， j 作

為基底。對於任一向量a ，由平面向量基本定理知，有且只有一對

實數 x、 y ，使得 

yjxia   
我們把 ),( yx 叫做向量a 的(直角)座標，記作 ),( yxa  。 

其中 x叫O 在 x軸上的座標， j 叫做a 在 y 軸上的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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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叫做向量的座標表示，與O 相等的向量的座標也為 ),( yxa    

問題 3：基底唯一嗎？ 

基底不唯一，只要不共線，就可作為基底。 

 

問題 4：基底選定後，一向量在基底方向的分解形式是唯一嗎？ 

唯一 

 

問題 5：向量 i ， j ，0 的座標是？。 

)0,1(i ， )1,0(j ， )0,0(0  。 

問題 6：問題 1 中從原點引出的向量


OA的座標是？。 

問題 7：則問題 1 中C 座標為？


OD座標為？ 

相等向量的座標相同，座標相同的向量是相等向量 

即如 ),( 11 yxa  ， ),( 22 yxb  ，則 ba 









21

21

yy

xx
。 

 

三、例題： 

例題 1：如右圖，用基底 i ， j 分別是表示向量a 、b 、 c、d ，並求出它們的

座標。 

解： jiAAAAa 3221 


 

所以 )3,2(a  

同理 )3,2(32  jib  

)3,2(32  jic  

)3,2(32  jid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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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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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向量的座標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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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8：已知： ),( 11 yxa  ， ),( 22 yxb  ，你能得出


 ba 、


 ba 、


a 的座標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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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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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xa  


。 

例題 2：已知 )1,2(a ， )4,3(b ，求 ba  ， ba  ， ba 43  的坐標。 

解： )5,1()4,3()1,2(  ba  

)3,5()4,3()1,2(  ba  
)4,3(4)1,2(343  ba  

)16,12()3,6(   
)19,6(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22P ，練習1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122P ，練習 2 。 

課本 123P ，習題 4.5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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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平面向量的座標運算  

教學目標：1.掌握平面向量的座標運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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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重點：平面向量的座標運算。 

教學難點：平面向量的座標意義。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探究學習。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向量共線的充要條件： 

定理 向量a 與非零向量b 共線的要條件是有且只有一個實數，使得 ba  。 

二、新課教授： 

問題 1：圖中中


OC，


OB座標為？與


BC 有什麼關係？ 

)4,3(


OC ， )2,0(


OB ， )2,3(


BC  

即


 OBOCBC  

由此可得到： 

一個向量的坐標等於表示此向量的有向線段的終點

的坐標減去始點的坐標。 

三、例題： 

例題 1：已知 )5,3(A ， )9,6(B ，求


AB，


BA的坐標。 

解： )4,3()59,36()5,3()9,6( 


AB  

)4,3()95,63()9,6()5,3( 


BA  

例題 2：已知平行四邊形 ABCD 的三個頂點 A、B、C 的坐標分別為 )1,2( 、 )3,1( 、

)4,3( ，求頂點 D 的坐標。 

解：設頂點 D 的坐標為 ),( 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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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2,1()13),2(1( 


AB  

)4,3( yxDC 


 

由


 DCAB ，得 

)4,3()2,1( yx   

所以








y

x

42

31
 

所以








2

2

y

x
 

所以頂點 D 的坐標為 )2,2( 。 

 

問題 2：設 ),( 11 yxa  ， ),( 22 yxb  ，其中 0b 。若 ba // ，則a 與b 的坐標

有什麼關？ 

即有且只有一個實數，使得 ba   

這個結論用坐標表示為 ),(),( 2211 yxyx   

即








21

21

yy

xx




 

消去後得 01221  yxyx  

這就是說， )0(// bba 的充要條件是 01221  yxyx  

 

例題 2：已知 )2,4(a ， ),6( yb  ，且 ba // ，求 y。 

解：因為 ba //  

所以 0624 y  

所以 3y  

 

例題 3：已知 )1,1( A ， )3,1(B ， )5,2(C ，求證 A、B、C 三點共線。 

證明：因為 )4,2())1(3),1(1( 


AB  

)6,3())1(5),1(2( 


AC  

又 04362   

所以


A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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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 AB、直線 AC 有公共點 A， 

所以 A、B、C 三點共線。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23P ，練習 3 ，(2)，(3)，(4)， 4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123P ，習題 4.5 ，7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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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線段定比分點 

教學目標：1.線段的定比分點座標公式； 

    2.線段的中點座標公式； 

    3.明確 P 的位置及範圍的關係。 

教學重點：線段的定比分點和中點座標公式的應用。 

教學難點：用線段的定比分點座標公式解題時區分 0 還是 0 。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探究學習。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黃金比例，實際是一種數學上的比例關係，如果我們把同一物體按 0.618 的比

例分成兩部分，由於按這個比例關係得到的畫面十分完美，所以就把此稱為黃

金比例。以下我們學習關於線段比例的課題。 

二、新課教授： 

如下圖，設
1P ， 2P 是直線 l 上的兩點， P 是 l 上不同於

1P ， 2P 的任一點，存

在實數，使


 21 pppp  ，叫做點 P 分


21 pp 所成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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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點 P 分


21 pp 所成的比和 P 分


12 pp 所成的比相同嗎？ 

不同，由






2

1

1

pp

pp
 ，







1

2

2

pp

pp
 ，知 21    

注：
1P 為始點，

2P 為終點， P 為分點， 等於始分比分終。 

問題 2：點 P 分


21 pp 分為三種情況，如下求的取值範圍。 

P 叫


21 pp 內分點 
 

021 


pp ， 012 


pp ，所以 0

2

1 




pp

pp
 

0  

P 叫


21 pp         
 0__21



pp ， 0__12



pp ，所以 0__

2

1





pp

pp
 

0__  

P 叫


21 pp         
 0__21



pp ， 0__12



pp ，所以 0__

2

1





pp

pp
 

0__  

總結：(1)當點 P 在


21 pp 線段上時， 0 。 

(2)當點 P 在


21 pp 的延長線上時， 0 。 

(3)當點 P 是


21 pp 的中點時， 1 。 

問題 3：點 P 的坐標應如何表示呢？ 

如右圖，設


 21 pppp  ，且點 ),( 111 yxP 、 ),( yxP 、 ),( 222 yxP 。由向量的

座標等於終點的座標減去起點的座標，我們有： 

),( 111 yyxxpp 


 

),( 222 yyxxpp 


 

因為


 21 pppp   

所以 ),(),( 2211 yyxxyyxx    

所以








)(

)(

21

21

yyyy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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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

























1

1

21

21

yy
y

xx
x

 

我們把上式叫做有向線段


21 pp 的定比分點座標公式。 

特別當 1 ，即當點 P 是
21PP 線段的中點時 















2

2

21

21

yy
y

xx
x

 

上式叫做有向段


21 pp 的中點座標公式。 

三、例題： 

例題 1：已知兩點 )2,3(1P 、 )3,8(2 P 、。求點 ),
2

1
( yP 分



21 pp 所成的比 及 y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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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17

5

y



 

例題 2：已知 ABC 中， )7,5( A ， )1,1(B ， )4,1( C  

求：∠A 平分線 AD 的長度。 

分析：求∠A 平分線 AD ，因 A 點已知，只要求出 D 的座標

即可，把 D 點看作 B、C 兩點的內分點， 

解：因為 AD 是∠BAC 的平分線， 10AB |， 5AC |。 

所以 2
5

10


AC

AB

DC

BD
，所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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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D 點座標為 ),( yx  

則




















3

7

21

)4(21
3

1

21

12)1(

y

x

 

D 點座標為 )
3

7
,

3

1
(   

所以 2
3

14
)

3

7
7()

3

1
5(

22 AD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26P ，練習 3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126P ，習題 5.5 ，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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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平面向量的數量積及運算律 

教學目標：1.掌握平向向量數量積運算規律； 

  2.能用數量積的重要性質及數量積運算規律解決有關問題。 

教學重點：平面向量數量積的定義。 

教學難點：平面向量數量積的運算。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探究學習。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觀察討論做勁的公式中右右兩端的量分別是什麼量？什麼影嚮了功的

大小？如何精確的給出數學中的定義？ 

力做的功： cos SFW ， 是F 和 S 的夾角。 

 

 

 

二、新課教授： 

問題 2：現我們引入向量數量積的概念，使得做功公式符合這種運算。 

1.兩個非零向量來角的概念 

已知非零向量a 和b，作則向量


 aOA ，


 bOB 。則 AOB  (   1800  )

叫做向量a 與b 的夾角。 

顯然：(1)當  0 時，a 與b 同向； 

(2)當  180 時，a 與b 反向； 

(3)當  90 時，a 與b 垂直，記 ba  。 

注：在兩向量的來角定義，兩向量必是同起點的，範圍   1800   

 

2.平面向量數量積(內積)的定義： 

已知非零向量a 和b ，它們的夾角是 ，則數量 cosba 叫a 與b 的數量積，

記作 ba  ，即有 cosbaba  ，  

注：(1) ba  中的“  ”不可省略也不可寫成“ ”； 

(2)規定，零向量與任一向量的數量積為 0： 

(3)兩個向量的數量積是一個數量。 

F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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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例題： 

例題 1：已知 5a ， 4b ，a 與b 的夾角  120 ，求 ba  。 

解： cosbaba   


120cos45   

)
2

1
(45   

10  

問題 2：填寫下表确定的 ba  值或取值範圍，及a 與b 的位置關係： 

  0    900    90    18090    180  

ba        

位置
      

答案： 

  0    900    90    18090    180  

ba   
ba  正數 0 負數 ba  

位置 a 與b 同向  a 與b 垂直  a 與b 反向 

投影： 

如右圖，作向量


 aOA ，


 bOB 。過點 B 作
1BB 宜於宜線 OA，垂足為

1B ，

則 

cos1 bOB  。

 

cosb 叫做向量b 在a 方向上的投影。因此，我們得到 

ba  的幾何意義：數量積 ba  等於a 的長度在 a 與b 在a 的方向上的投影

cosb 的乘積。 

根據向量數量積的定義，容易得到如下重要性質： 

設a，b 都是非零向量，e 是與b 方向相同的單位向量， 是a 與 e 的夾角，則 



2015/2016 
參選編號：C014 

289 
 

(1) cosaeaae   

(2) 0 baba  

(3)當a 與b 同向時， baba  ；  

當a 與b 反向時， baba  。 

等別地，
2

aaa  或 aaa  。 

(4)
 ba

ba 
cos  

(5)
 

baba   

例題 2：已知 3b ，a 與b 方向上的投影是
2

3
，求 ba  。 

解：已知
2

3
cos a  

cosbaba   

2

3
3

 

2

9


 

例題 3：已知 40ba ， 10a ， 8b ，求a 與b 的夾角 。 

解：
2

1

810

40
cos 









ba

ba
 ，且   1800  所以

3

2
  。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30P ，練習 2 ， 3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130P ，練習4 。 

課本 130P ，習題 6.5 ，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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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平面向量的數量積及運算律 

教學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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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重點：平面向量數量積及運算規律 

教學難點：平面向量數量積的應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探究學習。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新課教授：  

已知向量a 、b 、 c和實數，則向量的數量積滿足下列運算律： 

(1)交換律： abba   

(2)結合律： )()()( bababa    

(3)分配律： cbcacba  )(  

問題 1：若a 、b 、 Rc ， )()( cbacba   

若a 、b 、 c是向量， cba  )( ____ )( cba  相等嗎？  

 

現證明運算律(3)分配律： cbcacba  )(  

證明：如右圖，任取一點 O，作 aOA 


， bAB 


， cOC 


。因為 ba   (即


OB )

在 c 方向上的投影等於a 、b 在 c方向上的投影的和，即 

21 coscoscos  baba   

所以 21 coscoscos  bcacbac   

所以 bcacbac  )(  

所以 cbcacba  )(  

 

二、例題： 

例題 1：求證： 

(1)
 

222 2)( bbaaba   

(2)
 

22)()( bababa   

證明：(1)
 

)()()( 2 bababa 
 

bbabbaaa   

22
2 bbaa   

(2)
 

bbabbaaaba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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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ba   

例題 2：已知 6a ， 4b ，a 與b 的夾角 
60 ，求 )3()2( baba  。 

解： )3()2( baba   

bbbaaa  6  

22
6bbaa   

22
6cos bbaa    

22
4660cos466    

72
 

 

例題3：已知 3a ， 4b (且a 與b 不共線)，當且僅當k 為何值時。向量 kba 

與 kba  互相垂直？ 

解： kba  與 kba  互相垂直的充要條件是 

0)()(  kbakba  

即 0
222  bka  

因為 93
22 a ， 164

22 b   

所以 0169
2  k  

所以
4

3
k  

也就是說，當且僅當
4

3
k 時， kba  與 kba  互相垂直。 

三、鞏固練習： 

課本 130P ，習題 6.5 ，1 。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家課： 

課本 130P ，習題 6.5 ， 2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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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平面向量數量積的坐標表示 

教學目標：1.掌握兩個向量數量積的座標表示方法，能通過兩個向量的座標求

出這兩個向量的數量積； 

  2.掌握兩個向量垂直的座標條件，能運用這一條件去判斷兩個向量

垂直。 

教學重點：兩個向量數量積的座標表示，向量的長度公式，兩個向量垂直的充

要條件。 

教學難點：對向量的長度公式，兩個向量垂直的充要條件的靈活運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探究學習。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1) ba _____________。 

(2) 點 A 坐標 ),( 11 yx ，點 B 坐標 ),( 22 yx 。 




AB _____________， 


BA _____________。 

(3)若向量 jia 54  ，則向量a 的座標是                 ； 

(4)若向量 )2,1( b ，則向量b 可用 i ， j 表示為           。 

二、情景引入： 

問題 1： (2) 點 A 坐標 ),( 11 yx ，點 B 坐標 ),( 22 yx 。 




AB _____________。 

問題 2：已知兩個非向量 ),( 11 yxa  ， ),( 22 yxb  ，怎樣用a 和b 的坐標表

示呢 ba  ？ 

三、新課教授： 

問題 3：求值： 

 ii _____________ _____。 

 jj _____________ _____。 

 ji _____________ _____。 

如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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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jyixa 11   

jyixb 22   

所以 )()( 2211 jyixjyixba   
2

211221

2

21 jyyjiyxjiyxixx   

2121 yyxx   

這就是說，兩個向量的數量積等於它們對應座標的乘積的和，即 

2121 yyxxba   

回應問題 2。 

四、鞏固練習： 

(1)若 )4,3(


a ，則 


aa         ， 


a    ； 

(2)若表示向量


a 的起點和終點的座標分別為 )2,2( 和 )6,4(  ，則




a           ； 

(3)若 )2,2(


a ， )1,1(


b ，則 


ba    。 

五、新課教授： 

1.平面向量數量積的座標表示的性質： 

(1)向量的模 

    設 ),( yxa 


，則有 222
yxa  或 22

yxa   

(2)平面內兩點間的距離公式 

設 ),( 11 yxA ， ),( 22 yxB ，則 ),( 1212 yyxxAB 


， 

2

21

2

21 )()( yyxxAB 


 

(3)兩向量垂直的座標表示的判斷條件 

    設 ),( 11 yxa 


， ),( 22 yxb 


，則 02121 


yyxxba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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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cos
yxyx

yyxx

b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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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課教授：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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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 















ba

ba
  

所以   0  

所以  
6

5
   

 

例題 2：已知 )2,1(A ， )3,2(B ， )5,2(C ，求證 ABC 是直角三角形。 

證明：因  )1,1()23,12( 


AB ， 

)3,3()25,12( 


AC  

所以 031)3(1 


ACAB  

所以


 ACAB  

所以 ABC 是直角三角形。 

七、鞏固練習： 

課本 132P ，練習1 ， 2 。 

八、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九、家課： 

課本 132P ，習題 7.5 ， 2 ，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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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平移 

教學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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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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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學習。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情景引入： 

問題 1：把一個向量a 平行移動到某一位置所得新向量與原向相等嗎？ 

相等 

問題 2：把一個圖形F 作平行移動到某一個位置所的新圖形與原圖形F 相同

嗎？ 

相同 

問題 3：如右圖，圖形F 按向量a 平移到圖形的過程，給出平移的定義。 

二、教授新課： 

設F 是座標平面內的一個圖形，將F 上所有點按照同一

方向，移動同樣長度，得到圖形 'F 。我們把這一過程叫

做圖形的平移。 

設 ),( yxP 是圖形F 上的任意一點，它在平移後圖形 'F

上的對點為 ),(
'''

yxP ，且設


'
PP 的座標為 ),( kh ，則由 



 ''
PPOPOP  

得 ),(),(),( '' khyxyx   

所以








kyy

hxx
'

'

 

這個公式叫做點的平移公式。 

它反映了圖形中的敏一點在平移後的新座標與原座標間的關係。 

三、例題： 

例題 1：(1)把點 )1,2(A 按 )2,3(a 平移，求對應點 'A 的座標。 

(2)點 )10,8( M 按a 平移後的對應點 'M 的座標為 )4,7( ，求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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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1)由平移公式：








321y'

132x'
即對應點 'A 的座標為 )3,1(  

(2)由平移公式：

















14

15

104

87

k

h

k

h
即a 的座標為 )14,15(  

例題 2：如右圖，將函數 xy 2 的圖像 l 按 )3,0(a 平移得到 l ，求 l 的函數解

析式。 

解：設 ),( y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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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它們代入到 xy 2 中，得到 

xy  23  

即 32  xy  

習慣上將上式中 x， y寫作 x， y ，得 l 的解析式為 

32  xy  

注：圖像向上平移 3 個單。 

 

例題 3：已知抛物線 74
2  xxy 。 

(1)求抛物線頂點座標。 

(2)求將這條抛物線平移到頂點與座標原點重合時的函數解析式。 

解：(1)設抛物線 74
2  xxy 的頂點O座標為 ),( kh ，那麼 

2
2

4
h  

3
4

474 2




k  

即這條抛物線頂點座標O座標為 )3,2(  

(2)將這條抛物線平移，使點 )3,2(O 與 )0,0(O 重合， 

設 ),( nmOO 


，那麼 









330

2)2(0

n

m
 

設 ),( yxP 是抛物線 74
2  xxy 上任一點，對應點 ),( yxP   

由平移公式得

















3'

2'

3'

2'

yy

xx

yy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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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 74
2  xxy 整理得 2

xy  即 
2xy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35P ，練習 2 ， 3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135P ，習題 8.5 ，1 ， 2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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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正弦定理 

教學目標：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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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會運用正弦定理與三角形內角和定理，求出未知量。 

教學重點：正弦定理的證明和理解。 

教學難點：正弦定理的靈活運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探究學習。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直角三角形中： 

c

a
A sin ，

c

b
B sin ， 1sin C  

即
A

a
c

sin
 ，

B

b
c

sin
 ，

C

c
c

sin
   

所以
C

c

B

b

A

a

sinsinsin
  

二、教授新課： 

問題 1：以上公式限於直角三角形中，那麼斜三角形中此公式成立嗎？ 

正弦定理：在任一個三角形中，各邊和它所對角的正弦比相等，即 

R
C

c

B

b

A

a
2

sinsinsin
  ( R 為 ABC 外接圓半徑)  

證明：(外接圓法) 

如右圖所以，同弧所對圓周角等 

所以 DA   

所以 RCD
D

A

A

a
2

sinsin
  

同理 R
B

b
2

sin
 ， R

C

c
2

sin
  

即 R
C

c

B

b

A

a
2

sinsinsin
  

注：從方程的觀點看，表逹式中每一個等號所形成的等式中，含有四個量，顯然可“知三求一”

於是，正弦定理可解決兩類有關解三角形的問題： 

(1)已知兩角和任意一邊，求其它兩邊和一角； 

(2)已知兩邊與其中一邊的對角，求另一邊的對角，進而可求出其它的邊和角。 

A 

B C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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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例題： 

例題 1：在 ABC 中，已知 10c ， 
45A ， 

30C ，求 b(保留兩個有數字)。 

解： 因為
C

c

B

b

sinsin
  

 105)3045(180)(180  CAB  

所以 19
30sin

105sin10

sin

sin












C

Bc
b  

 

例題 2：在 ABC 中，已知 20a ， 28b ， 
40A ，求 B(精確到 1 )和 c(保

留兩個有效數字)。 

解： 8999.0
20

40sin28sin
sin 



a

Ab
B  

因為 
1800  B  

所以 
64B ， 

116B  

 

(1) 
64B 時， 

 76)6440(180)(180  BAC  

所以 30
40sin

76sin20

sin

sin






A

Ca
c  

 

(2)當 
116B 時， 

 24)11640(180)(180  BAC  

所以 13
40sin

24sin20

sin

sin






A

Ca
c  

 

例題 3：在 ABC 中， 60a ， 50b ， 
38A ，求 B(精確到 1 )和 c(保留兩

個有效數字)。 

解：已知 ab  ，所以 AB  ，因此 B 也是銳角。 

因為 5131.0
60

38sin50sin
sin 



a

Ab
B  

所以 
31B 。 

所以  111)3138(180)(180  BAC  

所以 91
38sin

111sin60

sin

sin






A

Ca
c  

由例 2 和例 3 可以知道，已知兩邊和其中一邊的對角解三角形，有或一，下圖

說明了在 ABC 中，已知 a、b 和 A，用正弦定理求 B 時的各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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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 A 為銳角時： 





















ba

baAb

Aba

Aba

sin

sin

sin

 

無解 

一解(直角) 

二解(一銳，一鈍) 

一解(銳角) 

 

  

 

無解 僅有一個解 有兩個解 僅有一個解 

(2) 若 A 為直角或鈍角時： 









ba

ba
 

無解 

一解(銳角)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44P ，練習 3 。 

五、課堂小結： 

用正弦定理可解決哪兩類有關解三角形的問題？ 

(1)已知兩角和任意一邊，求其它兩邊和一角； 

(2)已知兩邊與其中一邊的對角，求另一邊的對角，進而可求出其它的邊

和角。 

六、家課： 

課本 144P ，習題 9.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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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餘弦定理 

教學目標：1.使學生掌握餘弦定理推導過程，及其證明方法。 

2.會運用餘弦定理求出未知量。 

教學重點：餘弦定理的證明和理解。 

教學難點：餘弦定理的靈活運用。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探究學習。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問題 1：用正弦定理可解決哪兩類有關解三角形的問題？ 

(1)已知兩角和任意一邊，求其它兩邊和一角； 

(2)已知兩邊與其中一邊的對角，求另一邊的對角，進而可求出其它的邊和角。 

 

問題 2：已知兩邊和它們的夾角，能用所學過的知識求其餘邊和角嗎？ 

二、教授新課： 

如右圖，在 ABC 中，AB、BC、CA 的長分別為 c、a、b。 

因為


 BCABAC  

所以 )()(


 BCABBCABACAC  

22

2


 BCBCABAB  

22

)180cos(2


 BCBBCABAB 
 

22
cos2 aBacc   

即  Bacacb cos2
222   

同理可證 Abccba cos2
222   

Cabbac cos2
222   

由此又得到如下定理： 

餘弦定理：三角形任何一邊的平方等於其它兩邊平方的和減去這兩邊與它們夾

角的餘弦積的兩倍。即 

Abccba cos2
222   

Bacacb cos2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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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bac cos2
222   

由上三式可得： 

bc

acb
A

2
cos

222 
  

ca

bac
B

2
cos

222 
  

ab

cba
C

2
cos

222 
  

 

在餘弦定理中，令 
90C ，這時 0cos C ，所以 

222
bac   

由此可知餘弦定理是勾股定理的推廣。 

 

問題 3：利用餘弦定理，可以解決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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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第三邊和其它兩個角。 

 

三、例題： 

例題 1：在 ABC 中，已知 7a ， 10b ， 6c ，求 A、B、C(精確到 1 )。 

解：因為 725.0
6102

7610

2
cos

222222










bc

acb
A   

所以 
44A  

因為 8071.0
140

113

1072

6107

2
cos

222222










ab

cba
C  

所以 
36C  

所以  100)3644(180)(180  CAB  

 

例題 2：在 ABC 中，已知 730.2a ， 696.3b ， 8282  
C ，解這個三角形 

(邊長保留四個有效數字，角度精確到1 )。 

解：由 Cabbac cos2
222   

8282cos696.3730.22696.3730.2
22  

 

得 297.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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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7767.0
297.4696.32

730.2297.4696.3

2
cos

222222










bc

acb
A  

所以 239  
A  

所以 0358)8282239(180)(180   CAB  

四、鞏固練習： 

課本 144P ，練習 2 ，4 。 

五、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六、家課： 

課本 144P ，習題 9.5 ， 2 ，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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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 解斜三角形應用舉例 

教學目標：1.進一步鞏固利用正弦定理及餘弦定理解任意三角形的方法； 

  2.掌握正弦定理擴充公式的推導。 

教學重點：正弦定理及餘弦定理公式的應用。 

教學難點：掌握邊到角轉化方法，和角到邊的轉化方法。 

教學方法：引導啟發、探究學習。 

授課類型：新授課。 

教學過程： 

一、溫習舊知識： 

解斜三角形： 

(1)正弦定理：  

R
C

c

B

b

A

a
2

sinsinsin
  ( R 為 ABC 外接圓半徑)  

(2)餘弦定理： 

Abccba cos2
222   

Bacacb cos2
222   

Cabbac cos2
222 

 

二、例題： 

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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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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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  ，AC 長為 1.40m，計算 BC 的長(保留

三個有效數字)。 

分析：這個問題就是在 ABC 中，已知其中兩邊和它們的夾角，所以可根據餘

弦定理求出 BC。 

解：由餘弦定理，得 

AACABACABBC cos2
222   

)02660cos(40.195.1240.195.1 22    

571.3  

所以 89.1BC  

答：頂杆 BC 約長 1.8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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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2：如右圖，是曲柄連杆機的示意圖。當曲柄 CB 繞 C 點旋轉時，通過連

杆 AB 的傳遞，活塞作直線往復運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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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 處。設連杆 AB 長為 340mm，曲柄 CB 長為 8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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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mm)。 

分析：這個問題就是在 ABC 中，已知兩邊和其中一邊的對角，可由正弦定理

求出 AC。 

解：由正弦定理，得 

2462.0
340

80sin85sin
sin 



AB

CBC
A  

因為 ABBC  ，所以 A 為銳角，得 

5114  
A  

所以 5485)805114(180)(180   CAB  

由正弦定理，得 

3.344
9848.0

5485sin340

sin

sin






C

BAB
AC  

因此 ACBCABACCAAA  )(00  

3.344)85340(   

817.80   

答：活塞移的距離約為 81mm。 

三、鞏固練習： 

課本 147P ，練習1 。 

四、課堂小結： 

 本節課我們學習了什麼內容？ 

五、家課： 

課本 147P ，習題 10.5 ，1 ， 2 。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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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A 平面向量的複習課 

教學目標：重溫平面向量作圖、運算，正弦、餘弦定理，平移。 

教學重點：熟練平面向量作圖、運算，正弦、餘弦定理，平移。 

教學難點：綜合解決問題。 

授課類型：練習課。 

教學過程： 

一、作圖題 

(1) 已知向量 a、b，求作向量 ba  。 

 

 

 

 

 

 

(2) 已知向量 a、b，求作向量 ba  。 

 

 

 

 

 

 

 

二、一艘船以 16km/h 的速度向垂直於對岸的方向行駛，同時河水的流速為

8km/h。求航船實際航行的速度的大小與方向。 

 

 

 

 

 

三、填充： 

(1) 


CADAACAB _______________ 

(2) 以 )6,3( A ， )2,3(B 為端點的線段的中點坐標為______________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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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4(2)34(3 abba _______________ 

(4) 已知向量 )3,2(a ， )3,2( b 的坐標，則  ba _______________，  ba

_______________的坐標。 

(5) 已知點 )0,3(A ， )0,8(B 的坐標，則 


AB __________________， 


BA

_________________的坐標。 

四、已知 )4,6( a ， )12,(xb  ，且 ba // ，求 x。 

 

 

 

 

 

 

 

 

 

五、已知 )5,9(a ， ),45( yb  ，且 ba  ，求 y 。 

 

 

 

 

 

 

六、求證以 )3,2( A  ， )4,19(B ， )6,1( C 為頂點的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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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已知兩點 )3,2(1P ， )5,1(2P 。求點 )
2

9
,(xP 分有向線段



21 PP 所成的比及 x

的值。 

 

 

 

 

 

 

 

八、已知 8a ， 6b ，a 和b 的夾角是 0
150 ，求 ba  。 

 

 

 

 

 

 

九、已知 34a ， 4b ， 8 ba ，求a 和b 的夾角。 

 

 

 

 

 

 

十、函數 2
2xy  的圖象F 按 )3,4(a 平移到 'F ，求 'F 的函數解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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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 

 第一章集合，在教案中以多媒體展現集合間的關係，在數軸上以顏色疊加

變色的原理展現集合間的關係，大部分學生均已達標，小部分學生常混淆交集

與並集定義。 

第二章函數，在教案中通過豐富實例，進一步體會函數是描述變量之間

的依賴關係的重要數學模型，在此基礎上學習用集合與對應的語言來刻畫函數；

利用計算器、電腦畫出指數函數，對數函數等的圖象探索、比較它們的變怂規

律，硑究函數的質，在此大部分學生均可體會理解得到，但在解決實際問題方

面(文字題)，則大部分較弱。 

第三章數列，在教案中重視通過具體實例(儲蓄、放射性物質的衰變等)，

使學生理解這兩種數列模型的作用，在此大部學生表現滿意。 

第四章三角函數，在教案中借助單位圓理解任意角三角函數的定義，在

此大部學生達標。 

第五章平面向量，在教案中向量概念的教學應從物理背景和幾何背景入

手，引導學生運用向量決一些物理和幾何問題。在此大部學生達標。 



2015/2016 
參選編號：C014 

310 
 

肆、反思與建議 

由於是回歸教育的學生，他們多數是在職人士，日間工作，晚上才接受教

育，校方也特意按排連堂，所以本課程有很多“教一堂練一堂”的機會，彌補

他們無時間，不願意做功課的不足，所以來年會減少功課的量及次數，增加課

堂練習，可嘗試“一練習一小測”的形式驅使學生多做題，提高學習主動性。 

教學內容方面，虽說是按課本而教，但也太過驅泥於教材，來年多在網上

觀看別人教案，於校內外多觀課，發掘切合課題又易明白的教材，進一步把握

知識點和考點。 

在整個教學過程中，運用多媒體，在課堂上節省了不少書寫的時間，在集

合，三角函數等章節上，把抽象的數學概念形象地表現出來，使學生充份了解

數與形之間的轉化，是次逹到很好的效果。所運用的類比法，著重知識形成的

過程，使學生獲得知識之餘，更懂得如何尋解決問題的方向。 

在編寫這次教學設計的過程中，發現了自己的不足之處，作為教師對學生

的提問，未逹到精要，使學生所回答的不是我想要的，未來要在說技考中加把

勁，尚須“多聽”、“多看”、“多動腦”提升自己修維。 

感謝 教育暨青年局創建了這教學資源互通的平台，在這裏我真的是獲益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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