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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还是“优解"?
福建省德化第一中学 吴志鹏 (邮编：362500)

1例题展示

已知，(z)一2sin2(叫z+詈)一1(叫>o)，若

厂(z)在[_詈，爿上单调递增，则倒的取值范
围为 ．

(教师)解答一因为厂(z)=2sin2(c妣+号’

一1一一c。s(2∽+警)，厂(z)在【一詈，爿上单J b 4

f2叫×c一詈，+》。，
调递增，所以1 2cc，×詈+警≤丌，

解得。<

I∞>o，

∞≤詈．

所以刨的取值范围为(。，詈I．
(教辅)解答二 因为，(z)一2sin2(cc，z+

詈H一一sc2叫计》由z∈卜詈，爿，
得2cu×(一詈)+警≤2cuz+警≤2叫×詈+警

即一警+警≤2叫z+警≤警+警，0 J 5 Z 5

由州z)在[’詈，爿上单调递增，
所以有

[_警+警，警+鞠印阮2讲丌，
(愚∈Z)

f∞≤

解得 {叫≤

‰>

～6忌

忌+导(忌∈z)

所以当志一。，。<∞≤导，故∞的取值范围

为(o，÷I．
、 o J

2 问题探究

这是某高中教辅2023年一轮设计中的一个

问题及其解答过程，笔者对年级的部分教师讲解

本题所用的方法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的

教师讲解时并未采用教辅(解答一)的解答方法，

而是采用解答二进行讲评．究其原因，部分教师

认为教辅给出的解答存在疑问，或是解释不清；

也有部分老师认为解答有问题，答案存在“巧

合”，特殊代替一般．上述两种解答得到的答案是

一样的，显然大部分老师采用了“一般法”，这是

正确的；但教辅的解答却是更加的简洁，那么会

不会是“巧合”呢?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找到教辅

中的解答逻辑：由于．厂(z)=一cos￡(￡一2眦+

等)的增区间为[2愚7c，2愚7r+兀](愚∈z)，是一

些离散的区间，由于叫>o，则使得2叫×(一÷)

+警<莩且2鲫×詈+警>警，由此可知本题
厂(z)一一cost的增区间只能是[o，兀]，故教辅

的解答是正确的，不是“巧合”，而是“优解”，其计

算量更小，更容易得到正确的结论，那么解答一

是否具有一般性呢?答案却是否定的，观察以下

变式：

问题 已知厂(z)一2sin2(∞z+÷)一1(∞>

0)，若，(z)在l詈，{f上单调递增，则叫的取
值范围为 ．

分析变式问题与原问题区别只是在于变

式问题将[_詈，翻改变为曙，爿
此时若按解答二(一般法)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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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二竺竿挚，塑警)．
另一方面zAH：y—y。一÷(z—z，)，zQH：y—

y：=一÷(z～)，

联立得H(一r三未，塾譬三云挈)，若

等-o，解得愚一譬，此时H(詈，。)．
当H点落在双曲线右顶点和右焦点之间时

抠≤詈≤厢，即2拉≤z。≤2捂．
当过点P的直线与双曲线相切时zj一芸，

1‘)

排除了相切时P，A重合的情况．

由结龇s一一4l≮等|=
要l 225—6』，因为2幅≤z。≤2万，当z。一2

√3时，(s△^PQ)⋯一9怕，此时P(2√虿，√手)或

P(2捂，一√了)．
4写在最后

2022年高考已落下帷幕，每年的高考都会给

我们留下较多经典的试题．今年的全国I卷被誉

为史上最难数学卷，以重思维少计算为命题原

则，这也给我们一线教师提供了教学方向．在我

们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应该多注重培养学生的思

维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当学生具备严谨地分

析能力和举一反三的能力时，才能以最高效的方

式解答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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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厂(z)一2 sin2(∞z+詈)一1=一c。s(2cc，z+

警)，由于z∈陪，詈]，所以有2甜×詈+警≤
2cc，z+警≤2∞×詈+警，即警+警≤2吡+
警≤警+警．

由于，(z)在I罢，；f上单调递增，
b 4

所以有l警+警，警+警I∈[2愚兀，2志兀+J J ‘ 6

7c](愚∈z)；有

f警+》2‰
1警+警≤2愚丌h其中Q印h

，(忌∈Z)

所以故当愚一o，有o<c￡，≤÷；当正一1，有4

≤∞≤芸．所以∞的取值范围为(o，导l u
0 、 J

[4，期．
本题若按解答一方法进行求解，其所求得的

答案为(o，÷I，明显存在遗漏，究其原因：由于

叫>。，使得2叫×詈+警>警与2叫×÷+莩0 0 6 4 J

>等均大于譬，故函数可能在(o，兀]或
[27c，3兀]，[4丌，57r]⋯递减，区间可能并不唯一．

结语综上可知，解答一方法简洁，计算量

小，有利于学生提升解题效率，也是我们教学中

所倡导的，但利用时要知其然且要知其所以然，

多思才能少算，但不能盲目、乱用；解答二是一般

法也是通法，是学生要熟练掌握的方法，掌握了

通法，才有可能“以不变应万变”，从容应对解题

中出现的新问题．
(收稿日期：20§2一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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