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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解题中导数的应用分析
———以“导数求解函数”为例

邓家利

（安徽省泗县第二中学，安徽宿州，２３４３００）

　 　 摘　 要：导数运用于数学解题中，不仅深化了学生对不同函数形态的理解，而且还激发出学生自身的创造性思维，将其运用

于函数问题的求解中，则能使学生自身的解题正确率和效率得到有效提高，并提供给学生强有力的解题工具．鉴于此，本文主要

对导数运用于函数问题求解中的作用进行探析，并提出导数求解函数题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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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数学的课堂教学当中，导数是极其重要的一

个知识点，其不仅包含了大量的数学思想，而且还是

实现便捷、高效解题的重要工具．近些年，高考数学中，
愈来愈注重导数解题的相关内容，且已经成了学生实

现高效解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在对导数进行考

查的时候，通常可由三个方面开展，第一，对导数的定

义、求导公式、求导用到的法则进行考查；第二，对导数

相对简单地运用实施考查；第三，将导数和其他的知

识相结合加以考查．实际上，导数和函数有效结合的考

查是极其常见的一种方式，由此可知，通过导数进行

函数题解答进行探究是极其必要的．鉴于此，数学教师

在开展解题教学时，需注重导数内容的讲解，让学生

学会通过导数解决相关函数问题，从而使学生实现高

效解题的同时，为其后期的学习奠定夯实的基础．

１　 导数及其应用于函数求解的作用

１．１　 导数的有关概述

　 　 导数是微积分当中包含的重要概念，在对导数加

以计算时，若自变量增量逐渐趋向于零时，因变量所

对应的增量就回转换成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极限．若函

数中存有导数的时候，就能称作为函数值可以求导［１］ ．
高中数学的具体教学内容中，函数是极其重要的内

容，不论是函数知识的学习，还是函数问题求解，对于

高中生而言，都是十分困难的．函数问题的常规求解方

法有许多，但是，导数的运用，则能使函数题的解答更

加便捷、更加简单．因此，在对函数题进行求解时，需注

重导数的合理运用，这不仅能够使函数问题得到有效

简化，而且还能使学生更好地求解出问题的答案．
１．２　 导数及其应用于函数求解的作用

　 　 首先，有助于学生充分掌握相关函数思想．高中数

学中，函数思想通常是学生对于数学知识学习整个阶

段中的基础性数学思想，属于高考过程考查的重点内

容．随着学生自身学习难度的逐渐增加，部分常见的数

学解题方法在应对高难度数学题时，就会呈现出大量

计算，并致使学生陷入反复计算的困境，类似于对思

维能力有着显著要求的函数类问题．这种状况下，数学

教师可引导学生在进行试题练习时，试着通过数学模

型进行函数关系的创设，以实现数学题目高效解答的

效果［２］ ．而导数运用于函数问题的解答，则能有效地构

建出数学模型，促进数学模型在解题中的作用充分发

挥．通过导数实施函数问题解答，可以使学生自身的函

数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也就是说，学生能够将导数

看作为对函数问题进行有效解答的辅助工具，经过函

数与数形结合两种思想的共同运用，运用导数进行数

学模型有效创设，从而使学生更好地解决复杂的函数

题．并掌握到类似题型的解答方法与思路．
其次，有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函数特性．高中数

学的函数教学当中，每种函数都具有相应的性质，不
论是对称性、单调性，还是周期性，在对任意一条性

质进行考查的时候，学生在解题时，都会自乱阵脚．因
此，在具体教学时，教师需引导学生充分了解与掌握

函数具备的特性．通常而言，大部分数学教师都是运

用图像引导学生对函数及其具备的性质进行了解与

体会，这就充分展现出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即精确

图形的运用对学生有效理解以及掌握函数性质通常

有着无法取代的效果，但也会产生相应的问题，如，
学生在解答函数问题的过程中，面对简单问题时，学
生可以画出相应的函数图像，通过函数具备的性质

分析进行自主解题，但面对相对复杂的函数题时，学
生常常会出现无法下手的情况［３］ ．这个时候，教师就

需引导学生学会运用导数，促进导数作用的充分发

挥，即通过导数对函数具备的单调性、周期性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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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２４＿３５　　　

性质进行判断，从不同角度对函数问题进行解答．高
中时期的复杂函数通过求导之后，其函数就会转变

为简单函数，此时，学生就能画出简单函数的图像，
并依据函数与导数存在的内在关联，对其单调性、极
值、单调区间等相关问题进行求解，从而使函数问题

实现准确、高效解答．

２　 高中数学以导数求解函数问题的策略

２．１　 以导数求解函数解析式

　 　 高中数学内容中，导数是其极其重要的部分，出
题形式也十分全面，通过导数求解函数解析式也是

高考中考查的重点，题目中通常会告诉给学生与函

数有关的对称性、极大值、极小值、斜率等相关内容，
让学生以此求取出函数解析式［４］ ．

例 １　 有三次函数 ｙ ＝ ｆ（ｘ）的图像与原点对称，
若 ｘ＝ ０．５ 的时候，ｆ（ｘ）极小值是－１，求取函数 ｆ（ｘ）的
解析式．

解析：设三次函数的解析式为 ｆ（ ｘ） ＝ ａｘ３ ＋ｂｘ２ ＋
ｃｘ＋ｄ（ａ≠０），由于函数的图像是与原点呈对称的，也
就是 ｆ（－ｘ）＝ －ｆ（ｘ），依据与此，可得：ａｘ３＋ｂｘ２＋ｃｘ＋ｄ ＝
ａｘ３－ｂｘ２＋ｃｘ－ｄ，因此，ｂ ＝ ０，ｄ ＝ ０，也就有 ｆ（ ｘ）＝ ａｘ３ ＋
ｃｘ，对其求导可得： ｆ′（ ｘ） ＝ ａｘ２ ＋ ｃ，根据题意，得出：

ｆ′ １
２

æ

è
ç

ö

ø
÷ ＝ ３

４
ａ＋ｃ＝ ０，ｆ １

２
æ

è
ç

ö

ø
÷ ＝ １

８
ａ＋ １

２
ｃ ＝ －１，联合解答，

可得：ａ ＝ ４，ｃ ＝ －３．由此可知，求解的函数解析式是

ｆ（ｘ）＝ ４ｘ３－３ｘ．
本题主要是通过导数具备的几何意义及其和导

数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求解，只需列出题目给定的

条件加以列式就能得出答案．
２．２　 以导数求解函数单调性

　 　 通过导数对函数具备的单调性进行求解时，常
常会以以下 ４ 个步骤开展：第一步，明确函数 ｆ（ｘ）的
具体定义域；第二步，对函数 ｆ （ ｘ） 进行求导，即

ｆ′（ｘ）；第三步，立足于函数 ｆ（ｘ）的具体定义域，求取

符合 ｆ′（ｘ）与 ｆ′（ｘ） ＜０ 的数值；第四步，明确 ｆ（ｘ）的
单调区间，求取出其单调性．

例 ２　 求取 ｆ（ｘ）＝ ｘ２＋ ３
ｘ
的单调区间．

解析：在求解时，需对解析式的定义域实施确

定，并通过导数对其单调区间进行讨论．依据题意可

知，函数 ｆ（ｘ）定义域为（ －∞ ，０）∪（０，＋∞ ），对函数

ｆ（ｘ）＝ ｘ２ ＋ ３
ｘ

进行求导可得： ｆ′ （ ｘ ） ＝ ３ｘ２ － ３
ｘ２ ＝

３（ｘ２＋１）（ｘ＋１）（ｘ－１）
ｘ２ ，依据 ｆ′（ ｘ） ＞ ０ 的时候，可求

得：ｘ＜－１ 或是 ｘ＞１；ｆ′（ｘ）＜０ 的时候，可求得：－１＜ｘ＜０
或是 ０＜ｘ＜１．由此可知，函数 ｆ（ｘ）的单调递减区间为

（－１，０）和（０，１）；ｆ（ｘ）的单调递增区间为（ －∞ ，－１）
和（１，＋∞ ） ．

经过此题求解过程可知，通过导数进行函数单

调性的求解实施判断是十分简单的，只要将函数

ｆ（ｘ）所对应的导数 ｆ′ （ ｘ） 求解出来即可，并依据

ｆ′（ｘ）＞０、 ｆ′（ｘ）＜０，求取得到的 ｘ 值就可以了．这种情

况下，高中生在对此题进行解答时，可以使学生获取

更加清晰的解题思路，并实现准确、高效的解题．
２．３　 以导数求解函数极值

　 　 高中数学的解题中，通常还会遇到求取函数位

于某区间范围中的极值问题，依据导数具备的性质

可知，若函数两边的符号不一致，就能得到函数位于

具体范围内的最小值或者最大值［５］ ．若函数式中有

字母系数，则需对其实施分类讨论，以明确每个区间

内的单调性．
例 ３　 求取函数 ｆ（ｘ）＝ ｌｎ ｘ－ａ２ｘ２ ＋ａｘ（ａ∈Ｒ）的

极值．
解析：函数 ｆ（ ｘ）的定义域是（０，＋∞ ）， ｆ′（ ｘ） ＝

１
ｘ
＋ａ－２ａ２ｘ＝ －２ａ

２ｘ２－ａｘ－１
ｘ

＝ －（２ａｘ＋１）（ａｘ－１）
ｘ

．

（１） 当 ａ＝ ０ 的时候，ｆ（ｘ）＝ ｌｎ ｘ，也就是 ｆ（ｘ）位
于（０，＋∞ ）上显示为单调递增，而没有极值；

（２） 当 ａ＞０ 的时候，则有 ｆ′（ｘ）＝ ０，此时可得：

ｘ１ ＝ － １
２ａ

，ｘ２ ＝
１
ａ
，再加上 ｘ１＜０＜ｘ２，如果 ｘ∈ ０， １

ａ
æ

è
ç

ö

ø
÷ ，则

有 ｆ′（ｘ）＞０，ｆ（ｘ）为单调递增；如果 ｘ∈ １
ａ
，＋∞æ

è
ç

ö

ø
÷ ，则

有 ｆ′（ｘ） ＜０，ｆ（ｘ）为单调递减；当 ｘ ＝ １
ａ
的时候，ｆ（ｘ）

有极小值，即 ｆ １
ａ

æ

è
ç

ö

ø
÷ ＝ ｌｎ １

ａ
æ

è
ç

ö

ø
÷ ．

（３） 当 ａ＜０ 的时候，则有 ｆ′（ｘ）＝ ０，此时可得：

ｘ１ ＝ － １
２ａ

，ｘ２ ＝
１
ａ
，再加上 ｘ１＜０＜ｘ２，如果 ｘ∈ ０，－ １

２ａ
æ

è
ç

ö

ø
÷ ，

则有 ｆ′ （ ｘ ） ＞ ０， ｆ （ ｘ ） 为 单 调 递 增； 如 果 ｘ ∈

－ １
２ａ

，＋∞æ

è
ç

ö

ø
÷ ，则有 ｆ′（ｘ） ＜０，ｆ（ ｘ）为单调递减；当 ｘ ＝

－ １
２ａ

的 时 候， ｆ （ ｘ ） 有 极 大 值， 即 ｆ － １
２ａ

æ

è
ç

ö

ø
÷ ＝

ｌｎ － １
２ａ

æ

è
ç

ö

ø
÷ － ３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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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

本题解答中，如果函数 ｆ（ｘ）位于 ｘ０的两侧单调性

是相反的，那么，ｘ０就是极值点，需注意的是，极值点并

非指“点”，更多是 ｆ ′（ｘ）＝ ０ 解得的根．如果 ｘ０就是极

值点，那么 ｆ ′（ｘ）＝ ０，但是，ｆ ′（ｘ０）＝ ０，ｘ０并不一定是极

值点，这就需确保 ｆ（ｘ）位于 ｘ０的两侧单调性是相反的．
２．４　 以导数求解函数值域

　 　 通常而言，函数 ｆ（ｘ）位于闭区间［ａ，ｂ］之间是可

导的，此时，ｆ（ｘ）位于闭区间［ａ，ｂ］中最值的求解步

骤为：第一步，将函数 ｆ（ｘ）位于闭区间［ａ，ｂ］中的极

值进行求取；第二步，计算函数 ｆ（ｘ）位于断电与极值

点所对应着的函数值；第三步，对 ｆ（ｘ）位于端点与极

值点时的函数值大小实施对比，以此求解得到值域

内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例 ４　 求取函数 ｆ（ｘ）＝ ２ｘ＋１ － ｘ＋２的值域．
解析：本题解答中，首先需确定本函数的定义

域，以此精准地求解出函数 ｆ （ ｘ） 所对应的导数

ｆ′（ｘ），然后判断出导数 ｆ′（ｘ）的正负，进而求解得出

函数 ｆ（ｘ）的具体值域．
由题 意 可 知， 函 数 ｆ （ ｘ ） 的 具 体 定 义 域 为

－ １
２
，＋∞é

ë
êê

ö

ø
÷ ．　

由于 ｆ′（ｘ）＝ １
２ｘ＋１

－ １
２ ｘ＋２

＝ ２ ｘ＋２ － ２ｘ＋１
２ ｘ＋２ ２ｘ＋１

，

又因为 ２ ｘ＋２ － ２ｘ＋１ ＝ ２ｘ＋７
２ ｘ＋２ ２ｘ＋１

，

鉴于此，若 ｘ＞－ １
２
，ｆ′（ ｘ） ＞０，所以，函数 ｆ（ ｘ） ＝

２ｘ＋１ － ｘ＋２ 位于 － １
２
，＋∞é

ë
êê

ö

ø
÷ 上呈增函数；又由于

ｆ － １
２

æ

è
ç

ö

ø
÷ ＝ － ６

２
，所以，函数 ｆ（ｘ）＝ ２ｘ＋１ － ｘ＋２的值

域为 － ６
２

，＋∞
é

ë

ê
ê

ö

ø
÷ ．

２．５　 以导数求解函数最值

　 　 通过导数对函数的最值进行求解，通常可以使复

杂的问题得到有效简化．一般来说，函数的最值求解常

常用于实际应用类问题，以实现实际问题的求解．
例 ５　 某企业生产的某个产品成本是 Ｃ，和产量

ａ（０＜ａ＜１００）存有的函数关系为：Ｃ ＝ １００＋４，价格则

通过 ｂ 表示，ａ 和 ｂ 存有相应的函数关系，即 ｂ ＝ ２５－
１
８ａ

，其生产利润可通过 Ｌ 表示，请问：产量 ｂ 是多少

的时候，企业的利润 Ｌ 能够最大化？

解析：本题的解答过程，可先设企业总收入为

Ｒ，那么，其利润 Ｌ＝Ｒ－Ｃ，Ｒ ＝ ａ×ｂ，此时，就能更好的

得到 Ｌ 和 ａ 存有的函数关系，并通过求导的方式解

答出函数最大值．

企业的收入为：Ｒ＝ａ×ｂ＝ａ ２５－ １
８ａ

æ

è
ç

ö

ø
÷ ＝ ２５ａ－ １

８ａ２

企业的利润为： Ｌ ＝ Ｒ －Ｃ ＝ ２５ａ－ １
８ａ２

æ

è
ç

ö

ø
÷ － （ １００ ＋

４ａ）＝ － １
８ａ２ ＋ ２１ａ－ １００（０ ＜ａ＜ １００），Ｌ′ ＝ － １

８ａ
＋ ２１，当

Ｌ′＝ ０ 的时候，ａ＝ ８４．
由此可以得出：０＜ａ＜８４ 的时候，Ｌ′＞０；当 ８４＜ａ＜

１００ 的时候，Ｌ′＜０，据此可知，产量 ａ ＝ ８４ 的时候，企
业利润能够实现最大化．

本题在明确了 ｙ ＝ ｆ（ｘ）所给出的区间单调性的

状况下，明确函数极值，最后，把极值和区间端点中

的函数值进行对比，以此求取出最值，因此，学生在

求解类似函数题的时候，可依据题意进行目标函数

的构造，最终求取出最值．

３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中数学的解题教学当中，导数在教

学内容中通常占据了重要地位，若高中生能够充分

且扎实地掌握相关导数知识，这对其后期的学习及

其高效解题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鉴于此，在函数解

题的教学中，教师可通过导数具备的特征、方法及相

关技巧，求解相关函数问题，并促进学生的解题思路

明确且清晰，从而使学生在进行函数问题解答时，能
够巧妙地运用导数方法实现高效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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