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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题在高考数学备考中的作用解析

赵国梁
(甘肃省兰州市新区舟曲中学 730087)

摘 要:以一道直线和抛物线相交简单例题为例来说明如何构建高三学生的知识体系、提高学生解题方法、训练学

生数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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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三复习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总是处于做

题-对答案-做题这种循环中,在复习中做题固然

重要,更重要的是研究题目考察的数学知识、数学思

想、解题方法.很多学生尤其是高三学生更愿意关注

答案的正确与否、做出难题的喜悦.但是对于一道数

学题做出正确答案不去思考有没有其它更好的解

法,导致学生在知识点的生成、应用在解题方法中白

白浪费了一次训练机会.对于高三学生来说数学题

是做不完的,他们更应该关注知识点的完整和解题

方法的熟练掌握、思维的生成.这些不一定都需要难

题来进行训练,简单题也可以.现在就以高三数学学

科复习中的一道直线与圆锥曲线相交后求弦长问题

为例来说明解题思路的生成和升华.
1 题目呈现

例 如图1,已知抛物线y2=4x,直线l:y=x
-1与抛物线交于A,B 两点,求线段AB 的长.

图1

这是一道圆锥曲线中直线与圆锥曲线相交后的

求弦长问题.很多学生拿到这道题都嫌简单而不认

真对待,他们解决此问题时仅限于解出来,不再去思

考方法的优劣和思维的提升.
2 解法分析

解法1 直接法.设A(x1,y1),B(x2,y2),由

y2=4x,

y=x-1, 

消y 得

x2-6x+1=0,

解得 x1=3+22,x2=3-22.

由此可得A(3+22,2+22),B(3-22,2-

22).再根据两点间的距离公式得|AB|=8.
这种解法很自然很原始,线段长为线段两端点

之间的距离,只要知道线段两端点的坐标再根据两

点间的距离公式来求线段长度,线段两端点是直线

与抛物线的交点,只需联立两方程即可求解.此种方

法虽然思维要求低但是运算量较大,往往有些题中

不能直接解出交点的坐标,从而迫使要寻找更加简

单的方法.
解法2 弦长公式法.
设A(x1,y1),B(x2,y2),由

y2=4x,

y=x-1, 
消y 得

x2-6x+1=0,
所以x1+x2=6,x1x2=1.
由弦长公式得|AB|=8.

这种方法是在方法1的基础之上考虑到将 A
点和B 点坐标的未知量由4个能不能转化为更少,

考虑到A、B 点是曲线和直线的交点,故要满足曲线

和直线方程,为了运算简单带入直线方程中用x 来

表示y 或者用y 来表示x,从而得到了直线和圆锥

曲线相交后弦长公式

1+k2|x1-x2|= 1+
1
k2
|y1-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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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两根之和与两根之积表示为

(1+k2)[(x1+x2)2-4x1x2]

= (1+
1
k2
)[(y1+y2)2-4y1y2].

相比较法1用两根之和、两根之积来表示弦长,

这样就省了直接去计算4个未知量以及用两个未知

量之和、之积来进行运算,减少了运算也就减少了出

错的机会,这种方法是在第一种方法上的升华,完完

整整体现了圆锥曲线中的八字方针“设而不求,整体

代换”的思想.这种计算弦长方法在圆锥曲线中是最

基本的一种运算方法.
解法3 定义法.
由直线方程中可得直线过点(1,0),而抛物线的

焦点也为(1,0).设A(x1,y1),B(x2,y2),由

y2=4x,

y=x-1, 
消y 得

x2-6x+1=0,
所以x1+x2=6.

由抛物线定义得

|AB|=x1+x2+2=8.
此方法观察到了直线过了抛物线的焦点,从而

联想到抛物线的定义.从图中可知|AB|=AF+

BF,再由抛物线定义知 AF=x1+
p
2
,BF=x2+

p
2
,可得|AB|=x1+x2+p,而x1+x2 的计算也要

用到圆锥曲线中的八字方针.这就需要学生对抛物

线的定义熟悉并且要有敏锐的观察力.
解法4 二级定理法.由直线方程y=x-1可

得直线斜率为1,倾斜角为π
4.再由直线过抛物线的

焦点与抛物线相交后弦长|AB|=
2p
sin2α

(α为AB 所

在直线的倾斜角)的公式可得

|AB|=
4

sin2
π
4

=8.

这种方法是过抛物线焦点与抛物线相交后计算

弦长,注意过抛物线焦点这个条件,公式是方法3的

基础上进行推导而来,具体如下:

y2=2px,

y=k(x-
p
2
),









消y 得

k2x2-(k2p+2p)x+
k2p2

4 =0,

则 x1+x2=
k2p+2p

k2
,x1x2=

p2

4
,

|AB|=x1+x2+p=
k2p+2p

k2
+p

=
2k2p+2p

k2
=2p(1+

1
k2
)

=2p(1+
1

tan2α
)=2p(1+

cos2α
sin2α

)=
2p
sin2α

.

这种方法也是抛物线的焦点弦的二级结论,它
是对解法3的一种升华,如果在选择和填空中出现

这种问题,直接可以用二级结论进行解题.与之有关

的为焦点三角形面积公式.

S△AOB=
1
2
·do-l·|AB|

=
1
2
(|OF|·sin

 

α)·|AB|

=
1
2
·p
2
·sin

 

α·
2p
sin2α

= p2

sin2α
.

解法5 参数方程法.
由直线方程y=x-1可得直线过了(1,0)点和

倾斜角为π
4
,所以直线的参数方程为

x=1+
2
2t
,

y=
2
2t
,












(t为参数)

把它带入抛物线方程,得

t2-42t-8=0,

解得 t1=22+4,t2=22-4.
由参数的几何意义得

|AB|=|t1-t2|=8.
此种方法是由直线的参数方程的参数几何意义

可得.还可以用|AB|= (t1+t2)2-4t1t2用韦达定

理进行设而不求.另外在高中阶段计算长度往往还

可以用向量或者极坐标系.
3 作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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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如果学生从不同的方

法进行求解,步步为营,层层推进,思维会进一步提

高,这样有助于提高自己备考中的知识储备和方法

技能.这也符合高中数学课程目标,能够考察到学生

必需的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本活

动经验,也训练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1]在高三备考过程中多应用这样简单的例题会

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1 完善知识体系

在高三备考中,尤其是第一轮复习过后,学生面

对诸多的定义、公式、公理等感觉无从下手,尤其对

于基础比较差的同学花大量的时间去记忆它们,经
常出现过两天就忘记的情况,或者就根本不会用这

些定义、公式、公理等.选择有针对性的简单题让学

生进行训练,学生在一遍一遍做的过程中,可以将这

些看似无关、零散的内容加以整合,逐步的构建和完

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也可以让基础差的学生感受到

做对题的乐趣,增加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2 提高解题能力

波利亚在《怎样解题》中指出,你曾经是否见过

相同的题目以一种稍有不同的形式出现吗? 你能想

起一道与它有关的题目吗? 你能想起一条和它相关

的定理吗? 观察未知数! 并尽可能想出一道你所熟

悉的相同或相似的题目.如果能想起有一道题目和

你现有的题目有关而且以前能做对.你能利用它吗?
试指出一个具有相同条件或相似条件的熟悉的题

目.这里有一个与你现在的题目有联系且早已解决

的题目.你可不可以利用它? 你能利用它的结果

吗?[2]要想解题就得要有一定的积累,这需要学生对

基础知识、解题的基本方法等进行一定量的训练来

进行积累.像文中考查到多个方面的简单题是训练

学生最好的题,通过对这些简单题的积累慢慢可以

尝试去解决一些相对难点的题.
3.3 训练数学思维

高考备考中简单题学生更容易做出来,最好类

似于文中这样能够一题多解的简单题,这种题更多

侧重点在解法中,不同的解法需要学生从不同的角

度、思路去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完全能够对高中基

本的数学思想和方法进行再次梳理,在比较这些方

法中也能找出解决此类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培养

了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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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本思想,让学生理解数学知识的本质,形成对知

识的悟性,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品质及分析问题与

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数学教学中立足知识与技能,突
显思维与表达,强化交流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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