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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把握高中数学新课程中的三角函数与三角
福建省福州第八中学　王　成

　　摘　要　教师如果能够引导学生从整体的角度把握高中数学新课程中的三角函数与三角，就能让学生以三角函数与三

角为切入点，解决各类数学几何问题、周期问题、向量问题，这 样 对 提 高 学 生 解 决 数 学 问 题 的 能 力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意 义。本 次

研究说明了数学教师引导学生从整体的角度把握高中数学新课程中三角函数与三角的方法。
关键词　高中数学　三角函数　三角

　　三角函数是高中学生必 须 要 掌 握 的 一 种 初 等 函 数。这
种函数是以角度 为 自 变 量，以 角 度 对 应 的 角 终 边 与 单 位 圆
交点坐标的比例为因变量的 一 种 函 数。从 三 角 函 数 的 定 义
来看，它虽然似乎是在讨论角 的 问 题，实 则 是 在 讨 论 函 数 周
期的问题。三角函数这种解析 数 学 问 题 的 方 法 对 研 究 几 何
问题、向量问题、周期问题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意 义。高 中 数 学 教
师在三角函数的教学中，要引 导 学 生 以 三 角 为 基 础，从 数 学
系统整体的高度理解三角函数。

一、整体把握三角函数与三角的意义
部分高中生在 学 习 了 三 角 函 数 以 后，往 往 不 能 灵 活 地

应用三角函数 知 识。比 如，有 一 名 数 学 教 师 引 导 学 生 做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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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很多学 生 从 集 合 的 角 度 来 做 这 道 数 学 题，然 后
表示这道数学题很复杂。而改 教 师 引 导 学 生 尝 试 从 三 角 函
数的角度来思考集合的问题，学 生 接 受 了 教 师 的 引 导 以 后，

理解到这一题的解题要点原来为把三个集合看作角±２л３
的

终边每次分别旋 转 一 周，那 么 就 可 以 在 坐 标 图 上 用 三 角 函
数来显示这三个集合，三 个 集 合 的 关 系 为 ＡＢＣ。学 生
在没有接受教师 的 引 导 以 前，没 有 想 过 把 集 合 问 题 转 换 为
三角函数的问题，这 就 意 味 着 学 生 不 能 灵 活 地 应 用 三 角 函
数。学生不能灵活 地 应 用 三 角 函 数 的 原 因，是 由 于 学 生 以
孤立的角度看待 三 角 函 数 与 三 角，不 能 用 整 体 思 维 看 待 三
角函数与三角的缘故。教师引 导 学 生 用 数 学 系 统 这 一 思 维
来看待三角函数 与 三 角 的 目 的，就 是 要 让 学 生 从 数 学 系 统
这一角度深入地 理 解 三 角 函 数 及 三 角 的 概 念，能 够 把 三 角
函数与三角的知 识 作 为 一 种 解 题 工 具，进 而 灵 活 地 解 决 数
学问题。应用这种思维开展教学活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从整体把握三角函数与三角的方法
（一）培养学生 的 转 换 能 力，引 导 学 生 利 用 数 形 的 思 维

看待三角函数与三角
部分学生在学 习 三 角 函 数 的 时 候，不 能 找 到 学 习 三 角

函数的要 点。如 学 生 不 能 理 解 三 角 函 数 和 普 通 函 数 的 区
别，不能理解到 底 应 用 三 角 函 数 能 解 决 什 么 问 题。关 于 这
个问题，数学教师 可 引 导 学 生 用 数 形 的 思 维 看 待 三 角 函 数
与三角。

以一名数学教师引导学生学习习题２为例：已知ｓｉｎａ＞
ｓｉｎ，以下哪一个命题 描 述 正 确（　）Ａ：如 果ａ与 是 第 一
象限角，那么ｃｏｓａ＞ｔａｎ；Ｂ：如 果ａ与 第 二 象 限 角，那 么
ｔａｎ＞ｔａｎ；Ｃ：如果ａ与是第三象限角，那么ｃｏｓ＞ｃｏｓ；Ｄ：
如果ａ与是第四象限角，那么ｔａｎａ＞ｔａｎ。这一名教师引
导学生思考，如果用计算的方 式 来 思 考 这 道 数 学 题，那 么 会
比较烦琐，假设应用数形结合 的 思 想 来 思 考 这 道 题，这 个 数
学问题就会变得很简单。这一名数学教师引导学生看图１，

三角函数是一种用函数的 方 法 描 述 边、角、坐 标 的 问 题。如
果学生把三角函 数 转 化 为 图 形 问 题，就 能 应 用 三 角 函 数 的
性质得到Ｄ是正确的。

　　　　图１
该教师通过一道数学题引 导 学 生 理 解 三 角 函 数 与 三 角

是一种用函数的 方 式 描 述 角 的 问 题，这 是 一 种 用 数 字 来 描
述图形问题的 方 法。假 设 学 生 在 计 算 数 学 问 题 时，能 把 各
种数学问题转化 为 三 角 函 数 问 题，就 能 应 用 计 算 角 的 方 式
解决数学问题。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提 高 学 生 的 阅 读 观 察 能 力，使 其
具备转化的数学 思 想，知 道 什 么 样 的 数 学 问 题 可 以 转 化 为
三角函数及三角的问题。

（二）提高学 生 的 思 维 水 平，引 导 学 生 利 用 函 数 的 思 想
看待三角函数与三角

学生在计算三 角 函 数 与 三 角 的 数 值 时，有 时 会 遇 到 计
算困难的问题。这是因为有些 三 角 函 数 与 三 角 的 计 算 难 以
用角的思路计 算。当 学 生 遇 到 三 角 函 数 计 算 困 难 的 问 题
时，可以引导学生应用函数思想来找到数学问题的答案。

以一名数学教师引导学生学习习题３为例。习题３：已

知函数ｆ（ｘ）＝１２
（ｓｉｎｘ＋ｃｏｓｘ）－１２ ｓｉｎｘ－ｃｏｓｘ ，求ｆ（ｘ）

的值域。
刚开始，学生 找 不 到 这 一 题 的 解 题 方 法。于 是 教 师 引

导学生思考，这个函数计算的 问 题，相 加 的 两 个 函 数 是 否 为
特殊的数值？学 生 经 过 思 考，发 现 这 个 数 学 计 算 的 问 题 可

以转化 为 两 个 三 角 函 数 的 加 减 问 题。即 可 得：ｆ（ｘ）＝１２

（ｓｉｎｘ＋ｃｏｓｘ）－１２ ｓｉｎｘ－ｃｏｓｘ ＝ ｃｏｓｘ（ｓｉｎｘ≥ｃｏｓｘ）
ｓｉｎｘ（ｓｉｎｘ＜ｃｏｓｘ｛ ）；

这样就将该题 转 化 为 两 个 三 角 函 数 的 解 析 问 题，那 么
把这两个三角函 数 用 图 形 的 方 式 表 示 出 来，可 见 两 个 三 角

函数的函数图形绘制为图２，结合图２可知ｆ（ｘ）ｍａｘ＝ｆ（π４
）

＝槡２２，ｆ（ｘ）ｍｉｎ＝ｆ（π）＝－１，从 而 可 知 函 数ｆ（ｘ）的 值 域

为［－１，槡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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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再考虑一下有没有其他解法。
生２：我觉得生１的 解 法 存 在 浪 费 原 材 料 的 情 况，如 果

从左边剪下两个边长６厘米的正方形接在右边（见图２），这
样就充分利 用 了 原 材 料，焊 接 成 的 无 盖 长 方 体 的 容 积 是：
（４８－６）×（２４－６×２）×６＝３０２４ｃｍ３。

师：你们的想法真有创意，请 同 学 们 讨 论 如 此 充 分 利 用
了原材料焊接成的无盖长方 体 容 积 是 不 是 一 定 最 大？大 家
放飞想象，不要囿于常规解法。

生３：我想从左边剪下两个长２４厘米、宽６厘米的长方
形分别焊接在 上 下 边（见 图３），焊 接 成 的 无 盖 长 方 体 容 积
是：２４×２４×６＝３４５６ｃｍ３。

刹那间，我不由 得 忆 起 著 名 科 学 家 杨 振 宁 教 授 的 一 句
话：“优秀的学生 倒 不 在 于 他 优 秀 的 成 绩，而 在 于 他 优 秀 的
思维方式。”长期积累的数学潜 能 使 学 生 的 创 造 性 思 维 在 瞬
间得以迸发，突破 学 生 常 规 的 思 维，超 越 学 生 自 我 的 束 缚，
放开想象的思 绪，使 学 生 的 数 学 能 力 发 生 质 的 飞 跃。我 不
由自主地鼓起掌 来，我 深 知 这 种 无 言 的 鼓 励 将 是 学 生 最 大
的精神动力所在。《数学课程 标 准》指 出：“要 鼓 励 学 生 独 立
思考，引导学生 自 主 探 索、合 作 交 流”。英 国 大 文 豪 萧 伯 纳
说：“你有一个思 想，我 有 一 个 思 想，彼 此 交 换，每 个 人 就 有
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 思 想。”“学 生 和 自 己 的 同 伴 彼 此 之 间 进
行的合作是课堂 教 学 效 率 的 取 之 不 尽 的 源 流，现 在 的 学 校
和课堂如果不利 用 学 生 之 间 的 合 作 来 组 织 教 学，已 经 是 不
可想象的事情了”（中国—联合 国 儿 童 基 金 会 师 资 培 训 教 材
《面向每个人的学校》）。在教 学 中，教 师 应 多 留 给 学 生 一 些
思考的时间，多给学生创造一 些 合 作 讨 论 的 机 会，鼓 励 学 生

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有 利 于 学 生 创 造 性 思 维 的 迸 发，
可以充分展 示 学 生 的 数 学 能 力，为 学 生 学 习 数 学 营 造“生
动、活泼、民主”的氛围，我想，用“教 师 的 沉 稳，学 生 的 灵 动”
来形容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迸 发 的 富 有 创 意 的 教 学 再 合
适不过了。

德国戈特弗里德·海 纳 特 教 授 在《创 造 力》一 书 中 说：
“从人的天资和 使 命 来 看，每 个 人 均 具 有 创 造 能 力，它 们 以
不同的方式显 示 出 来。这 种 创 造 性、建 设 性 思 维 和 行 动 的
能力，这种发展想象的能力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常 常 受 到 压
抑、束缚 和 埋 没。我 们 主 张 从 小 对 儿 童 实 行 创 造 性 教 育。
为此，家长、教师和教育家应当 知 道 采 取 哪 些 措 施 和 避 免 哪
些失误。”教学中应努力创设适 合 培 养 学 生 创 造 性 思 维 的 问
题情境，多留给学生一些思考 的 时 间，多 给 学 生 一 些 讨 论 合
作的机会，鼓励学生勇于发表 自 己 的 见 解，这 样 有 利 于 培 养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发展学生的数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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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
数学教师可引 导 学 生 看 到 在 解 决 数 学 问 题 的 时 候，要

观察数学问题中有没有三角 函 数 的 特 征，如 果 有，则 可 以 利
用函数中常见的一些方法如 数 形 结 合 等 来 解 决 问 题。然 而
三角函数及三角 的 坐 标 图 形 适 合 讨 论 角 的 计 算 问 题，有 时
不适合讨论范 围 的 计 算 问 题、周 期 的 计 算 问 题 等。三 角 函
数是一种特殊的 函 数，此 时 学 生 可 以 把 三 角 函 数 用 函 数 图
形表示出来，借用函数图形 来 计 算 数 学 问 题。当 然，即 使 学
生具备了数学转换的思维，有 时 也 会 不 知 道 转 换 的 方 向，教
师要引导学生通 过 函 数 思 想、数 形 思 想、方 程 思 想 等，让 学
生遇到数学问题 时，就 能 应 用 数 学 思 想 把 数 学 问 题 转 换 为
三角函数与角的 问 题，再 应 用 最 佳 的 数 学 问 题 切 入 点 来 解
决三角函数与角的问题。

（三）增强学生 的 发 散 思 维，引 导 学 生 利 用 转 化 的 思 路
看待三角函数与三角

当学生理解了 三 角 函 数 的 角 计 算 这 一 特 征，理 解 了 用
三角函数这一特 征 来 解 决 数 学 计 算 问 题 以 后，学 生 还 需 要
了解哪些数学问 题 可 以 用 三 角 函 数 来 解 决，哪 些 问 题 不 适
合用三角函数 来 解 决。如 果 学 生 理 解 了 这 个 数 学 问 题，就
能高效地应用三角函数知识来解决数学问题。

现在以一名数学教师引 导 学 生 思 考 习 题４为 例。习 题
４：为迎接青运会在我市召开，美 化 城 市，在 某 主 干 道 上 布 置
系列大型花盆，该圆形花盆直 径２米，内 部 划 分 为 不 同 区 域
种植不同花草，如 图 所 示，在 蝶 形 区 域 内 种 植 百 日 红，该 蝶
形区域由 四 个 对 称 的 全 等 三 角 形 组 成，其 中 一 个 三 角 形
ＯＡＢ的顶点Ｏ 为 圆 心，Ａ在 圆 周 上，Ｂ在 半 径ＯＱ 上，设 计
要求∠ＡＢＯ＝１２０

（１）请设置一个变量ｘ，写 出 该 蝶 形 区 域 的 面 积Ｓ关 于
ｘ的函数表达式；

（２）ｘ为多少时，该蝶形区域面积Ｓ最大？
刚开始学生可 能 习 惯 性 地 用 长 度 来 设 变 量，直 到 这 一

名数学教师提醒 学 生 可 以 利 用 角 度 来 表 示 长 度 和 面 积，学
生才转换过来。由于蝶形区域 由 四 个 对 称 的 全 等 三 角 形 组
成，所以 其 面 积 为 三 角 形ＯＡＢ 面 积 的 四 倍，表 示 三 角 形
ＯＡＢ面积应设角为自变量，即设∠ＡＯＢ＝ｘ。

这一名数学 教 师 引 导 学 生 了 解，只 要 一 个 数。问 题 中
存在 角 度、正 弦、余 弦、正 切、余 切 等 特 殊 的 数 学 特 征，就 可
以思考应用三角函数及三 角 的 思 路 来 进 行 数 学 计 算。部 分
数学问题可能没 有 明 显 的 三 角 函 数 及 三 角 的 特 征，但 是 可
以通过转换的思 路 让 数 学 问 题 呈 现 这 样 的 特 征，再 应 用 三
角函数的方法来解决数学问题。

当学生掌握了 数 学 思 想 以 后，有 时 不 知 道 什 么 情 况 下
利用三角函数与 三 角 的 方 法 来 解 决 问 题，这 时 就 要 引 导 学
生理解三角 函 数 与 三 角 问 题 的 数 学 特 征 为 正 弦、余 弦、正
切、余切等，只要学生找到其中 一 种 就 能 完 成 数 学 问 题 的 转
换过程。如果部分数学问题的 三 角 函 数 与 三 角 的 特 征 不 明
显，学生要能通过 数 值 的 计 算 与 转 换 把 数 学 问 题 的 三 角 函
数与三角的特征 变 得 明 显，再 应 用 三 角 函 数 与 三 角 的 性 质
来解决。

部分高中学生 的 数 学 知 识 系 统 不 够 完 整，数 学 教 师 不
能迅速地让学生从数学系统这 一 整 体 高 度 来 思 考 三 角 函 数
与三角的问题。为 了 让 学 生 能 够 逐 渐 地 提 高 思 维 高 度，数
学教师可为学生 精 选 数 学 习 题，让 学 生 能 够 找 出 三 角 函 数
与三角数学问题 的 特 征、找 到 三 角 函 数 与 三 角 数 学 问 题 的
转换角度、应用 最 佳 的 切 入 点 解 决 数 学 问 题。当 学 生 能 够
从整体角度把握 三 角 函 数 与 三 角 问 题 以 后，三 角 函 数 与 三
角的解题思路能成为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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