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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數學教學中的多維解題教學研究
──以三角函數教學為例
文│鄭乃春

多維解題能力是高中學生必須具備的一種能力，需要學生從不同角度去思考才能找

到正確的解題思路，對學生的多維解題能力有較高的要求，只有具備了這一能力才能保

證和提高數學學習成績。筆者以任教學校高中三角函數教學為例，通過公式的變形與逆用、

升冪與降冪、代入法求解的研究，希望能夠對高中數學教學提供一些幫助和啟示。

1.	公式的變形與逆用

在三角函數的解題中，變形與逆用是常見的方法，因為在考察這部分知識點的時候，

題目不會如教材上的內容那樣簡單，常用的方法就是將公式進行變形以後的進行考察，

所以在解題的時候， 教師應該將公式的變形與逆用作為一種主要解題思路。在這一過程

中，關鍵點是教師如何引導學生將所學的三角函數的相關公式進行靈活變形，同時在公

式變形中還需要靈活的逆用，這樣才能在給定的條件中找到解題思路。

案例 1：求 的值

在解題時候教師可以提醒學生先使用常規的方法進行教學，也就是二倍角的公式，

在此基礎上使用互餘轉化進行解題。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可以先引導學生回歸一下二

倍角的公式及其變化，在此基礎上在分析此題的解題思路。

原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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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一解題過程中可以看出，這種常規的解題思路相對來說比較複雜，主要考察的

是公式的轉化，如果說學生的公式轉化不熟練，很難解答，但是過於複雜的解題過程，

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現錯誤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引導學生是否可以有更加簡單的解決方

法，教師可以給予學生的一些提示，一些轉化公式的逆向推導等。學生稍加思考就可以

想到公式：

原式	

解題可以發現，題目的要求是求： 的值，求解可以轉

化為：

同時，	

所以，原式經過的轉化以後可以得到：原式 =	

對比這兩種不同的解題方式可以明顯看出，兩種思路運用的解題方法有著本質的不

同，前者是公式的轉化運用，後者則是公式的逆向推倒及轉化，前者的解題步驟比較複

雜，後者在解題的時候需要注意各種公式之間的轉化，尤其是公式的逆向轉化，這一點

對學生來說要求比較高，在教學的過程中對學生的公式理解和靈活應用能力要求比較高。

當然，在多維解題當中，學生的思維是有一定限制的，教師在教學中應按需要進一步拓

展學生思維，引導學生思考第三種解法的可能。比如說換元法，這種方法在高中數學解

題當中雖然多有應用，但站在學生的角度而言，很難從給定的條件中走出來，通過換元

的方式來找到新的解題思路。教師在教學中可以針對這一方面進行教學設計，比如說如

何在這一題中進行換元找到思路，以下具體設計就應用到其它方面的函數知識。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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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

，將前面的 代入其中，可得

，則	 ，可得原式 =	

可以看出，使用換元法進行解題對學生的思維靈活性要求較高，在整個解題的過程

教師需要引導他們將所學的函數知識與三角函數知識結合起來，這一點需要鍛鍊和提高

學生的思維轉化能力。

2.	升冪與降冪

升冪與降冪是高中數學中的一個重要知識點，但是在高中數學的考察中，很少對這

部分知識點進行單獨考察，一般情況下需要將升冪與降冪的知識點與其它方面的知識點

結合起來進行考核，通常情況下只是將升冪與降冪作為其它知識點解決的一個重要思路

和方法，比如說升冪與函數知識點結合運用，升冪與三角函數知識點結合運用。在解題

中可以看出，給定的條件當中有數值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考慮是

否可以通過升冪或降冪的知識點找到新的解題思路。三角函數、升冪與降冪相關知識點

如下：

升冪	

降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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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升冪、降冪和三角函數的題目，探討和說明二者結合運用的

時候需要注意的問題。

案例 2：求	 的值

在這道題目的解題中，教師應該要求學生分別運用升冪和降冪兩種方式進行，先讓

學生使用升冪解題，具體的解題過程如下。

原式	

可以看出，升冪的解題過程還是比較簡單的，在升冪之外，教師可以讓學生在升冪

解題的基礎上，運用降冪的方法進行解題。具體的解題過程如下。

原式	

通過這個對比式的解題過程，學生可以體會到運用升冪和降冪解題過程中的差異，

如果能夠多設計一些類似的題目，學生在遇到升冪或者降冪題目的時候，如果說升冪無

法解決問題，就會想到降冪解題的思路，這就是解題維度的變化。當然，在具體講解的

過程中，除了與三角函數結合分析之外，也需要與其它函數知識等結合起來運用。

3.	代換法

代換法也是一種比較常見的解題方法，這種方法主要適合比較複雜的問題，且題目

中包含著兩個或以上的未知條件，題目難度相對比較大的情況下，學生可以採用此種方

法進行嘗試，其基本要求就是把其中的一個條件轉化為另外一種條件，或者將題目中的

問題轉化為另外一種文體，在相對比較複雜的題目中可以在眾多的條件中找到新的解題

思路。有關三角函數中，涉及代換法的應用主要集中在 進行1的代換，

或者使用萬能公式進行代換，這些需要在教學中針對學生的不足進行專項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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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已知 ，求 的值。

在多維解題教學中，可以讓學生先嘗試使用“1”代換進行解題，代入後可得：

當然，這只是簡單介紹的其中一種情況，在教學當中可以引導學生使用不同的代入

法來求解，讓學生逐一去嘗試，即便是一種代入法無法解出正確的答案，也可以從中獲

得一些解題的體驗和啟示。

教師在教學中可以對題目進行適當的調整和變化，側重於學生思維能力的考察，學

會從不同的維度看待同一個維度，	適當地運用估算或其他方法來判斷不同解題的可行性，

這樣才能不斷提高自身多維解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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