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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ｒ

／ｙ在 高 三 第
一 轮 复 习 课上 ， 教 师 要 重 点讲 解 核 心 知识 的 构 建 、 解 题 方 法 的 优

ｆ Ｉ化 、 理性 思维 的 培养 、 典 型 错误 的 辨 析 、 解 题 思 路 的 探 寻 和 适 度 的 变 式拓展 ，

ｉｔ 过 归 纳 总 结 ， 提升 学 生 的 数 学 解 题 能 力 。

高 三第
一轮复 习 教师究竟讲什Ｋ

Ｉ
 以复 ３ 课

“

两 角 和 与差 的三 角 函 数
’ ’

为例

黄 智 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 高级 中学 ）

高三第
一轮 复 习 的 目 标是夯 实 基 础 ， 包括

“

牢 固值 来 表 示 ％士
／

？

’ ’

的 三 角 函 数 值 。 ｓ ｉ ｎ （ ａ＋ ｐ
＝

掌握基础知识
” “

形 成熟练 的基本技 能
” “

养成运 用基ＣＱ Ｓ
．

「

Ｉ 一

（ ？＋
／
？ ）

＂

！＝
ｃｏ ｓ＼

（

＾－
ａ

）

￣

ｐ
＝

本数学思想方法研究 问 题 的 意识
” “

积 累 丰 富 的基本 Ｌ ２ 」 ／ 」

活动经验
”

。 如何达成这一 目 标 ， 很 大程 度 上 取决 于ｃｏ ｓ

ｆ ｊ

ｃｏ ｓ
 ｜

３＋ｓ ｉ ｎ ｊ

ｓ ｉ ｎ
 ｊ

３
＝

ｓ ｉｎａｃｏｓ ／
？ 
＋

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讲什么 、怎 么讲 。 最近听 了 很多 髙 ．

０

＿ ｃｏ ｓａ ｓｍ
／
？ 。 而推导

“

两 角 和 的 正切公式 的 过 程 更是
三第一轮 的复 习课 ， 发现不尽如人意 。 下 面笔者 以

一

 ＋

节高三第一轮 复 习 课
“

两 角 和 与 差 的 三 角 函 数
”

为 例转化思 想 的 重 要 体 现 ，
ｔ ａ ｎ （ ａ ＋ ＾ ）

＝

＾＾ｙ

＝

阐述一些个人观点 ， 请 同行给予指导 。

 ｓ ｉｎ ｇｃｏ ｓｇ＋ ｃｏ ｓ ｇｓ ｉｎ
 ｊ
３
＿ ｔ ａｎｇ＋ ｔ ａｎ

先 是 正 切

１讲核心知识的构建
ｃ〇 Ｓ ａｃ〇 Ｓ

ｆ ｓ ｉ ｎ ａｓ ｉ ｎ ｆ
１  ＿ ？ｔ ａｎ ｆ

＾

 转化为正弦 、余弦 的 比 ，化未知 为 已 知 ， 接着就是
“

弦
”

“

两 角 和与差 的 三 角 函 数
”

作 为 江苏 省 高 考 的 八化
“

切
”

，化异 名 函数 为 同 名 函 数 ， 统一 用 两 角 的 正 切

个 Ｃ 级考点之一 ， 是高考数学江苏 卷 中 必考 的 、 反 复来表示两角 和 的正切 。

考的知识点 ， 要求学生熟 练 掌 握 、 灵 活运用 。 对这个证 明 这些公式所用 到 的 数学思想方法在 解题 中

知识点 的 复 习 ， 不 能仅仅停 留 在 熟 记公式 、 灵 活 运 用是常用 到 的 ， 在 复 习 这个知识 时 ， 如 果不 能再次重 构

公式解题的层 面上 ， 而是应该帮 助学生重新构建这些这些知识 ， 仅仅是默写公式 、运用公式 ， 那 么学生对这

知识 ， 包括如何证 明
“

两角 和 的余弦公式
”

， 如何 由
“

两些公式 的认识是不完 整 的 、 不 深 刻 的 ， 他们不清楚 知

角 和 的余弦公式
”

推 导
“

两 角 和 的正 弦公式
”

， 又 如 何识的来龙去脉 ， 不能完 整地 构 建知 识 网 络 ， 就达不 到

推导 出
“

两角 和 的 正切公式
”

。 证 明
“

两 角 和 的余弦公 一轮复 习 知识系统化 、 网 络化 、 整体化 的 目 的 ， 而且还

式
”

方法 多样 ， 利用单位圆通过构造法来证 明 ， 本 身 就很有可能成为学生复 习 的
一个盲点 。

可 以 复 习 任意 角 三 角 函 数 的 定 义及几何表示
——单 、 、

位圆 中 的三角 函 数线 ， 帮助学生养成应用数学概念解
２１井解题方法的优化

决问题的意识 ， 其 中 还渗透 了 数形结合 的思想 。 通过 ｓ ｉ ｎ１ ５

°
－

ｃｏ ｓ１ ５

°

＿

公式 的证 明不仅可 以 加深学生对公式 的理解 ， 还可 以例 １ｓ ｉ ｎ１ ５

°

＋ ｃｏ ｓ１ ５

°

￣



°

打通知识之间 的相互联 系 ， 建立完善 的 知识结构 。 由学生给 出 了 以下解法 。

“

两角 和 的余弦公式
”

推 导
“

两 角 和 的正 弦公式
”

体现解法 １
： 由 于 １ ５

°

＝
４ ５

°
＿

３ ０

°

， 可分别求 出 ｓ ｉ ｎ１ ５％

了转化思想和整体代换思 想 ， 揭 示 了
“

两 角 和 与差 的 ｔ＋ 
＿Ｖ３

三角 函数
”

公式的结构特征是用 角
“

《

，，

Ｙ
’

的 三 角 函 数
Ｃ〇 Ｓ 的值 ’ 代人 Ｐ得原式 —

Ｔ
。

＊ 本文 系江苏省 教 育科学
“

十二 ． 五
”

重点 资助课题
“

髙 中 学 生数学推理 的心理学 实证研究
”

（课题编号 ：
６＾ ／ ２ ０ １ ５ ／ ０ ２ ／ ０ ２ ７ ） 的 阶

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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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 ２
： 由 于Ｓ＾

＝

ｔ ａ ｎ

（ ｆ
—

＜

０
， 所 以 在原式Ｗ ｔ ａｎ ？＋ ｔ ａｎ 俨 ３

—

３ ｔ ａｎ ？ ｔ ａｎ Ａ①

ｔ 由ｔａｎ （ ａ

—

／
？ ）
＝

５
， 可 得

ｔ ａｎ

＇
＝

５ ， 即

分子 、 分母 上 同 除 以 ｃｏ ｓ１ ５

。

， 原 式 ＝

产Ｈ ｉ

＝ １ ＋ ｔ ａ ｎ ａｔ ａｎ ^

ａ ｎ
 ｔ ａ ｎａ 

—

ｔ ａ ｎ
０
＝

５ ＋ ５ ｔ ａ ｎａ ｔ ａｎ
 ／

？ ０②

＿

ｔ ａ ｎＵ ５

°
＿

１ ５

°

：
） 

＝ — ＃
。 往下学生就不知道怎 么做 了 。

理性思维 １
： 从条件 出 发 得 到 的 这 两个等式 的 实

解法 ３
： 由 于 Ｓ ｉ ｎ ｌ ５

°
—

Ｃ〇ｓ １ ５

°

＝＃Ｓ ｉｎ （ １ ５

°
—

４ ５

°

）

＝

质是什么 ？ 关于 ｔ ａｎａ ， ｔ ａｎ
卢 的两个方程 。

－

Ｖ２ ｓ ｉ ｎ３ ０
°

，ｓ ｉ ｎ１ ５

°

＋ ｃｏ ｓ１ ５

°

＝

＾２ｃｏ ｓ （ ４ ５

°
－

１ ５

°

）

＝

理性思维 ２
： 由 这两个等式 可 以 求得什 么 ？

７＾ ３ ０

。

， 所 以原式 ＝
—

＿ ３ ０

。

＝ —

夸 。通过解方程组可 以求得 的值 。

３理性思 维 ３
： 是先消 去 ｔ ａｎａ 求 出 ｔａｎ

０ 的值 ， 还

解
。

法 ４
： 由

〒
（ ｓ ｉ ｎ

＾

—

ｃ ｏ ｓ１ ５

°

）

。

＞＜（ ｓ ｉ ｎ１ ５

°

＋是先消 去 ｔ ａｎ
／

？ 求 出 ｔ ａｎａ 的值 ？ 先消去 ｔ ａ ｎ
／

３ 求
ｃｏ ｓ１ ５

°

） 

＝
Ｓ ｉｉ ｌ ５

°
—

ｃ〇 Ｓ

２

１ ５

°

＝ —

ｃｏ ｓ３ ０

°

， 在原式分子 、

出 ｔ ａｎａ 的 值 。 因 为 题 目 需 要 求 ｔ ａｎ２ａ 的 值 ， 而

分母上 同乘 以 （ ｓ ｉ ｎ１ ５

°
—

ｃｏ ｓ１ ５

°

） ，有 ２ ｔ ａ ｎａ

＝
（ ｓ ｉｎ１ ５

°
—

ｃｏｓ１ ５

°

）

２

＝
ｔ ａ ｎ２ａ

ｌ 

—

ｔ ａｎ
２

ａ

〇

＿

（ ｓ ｉｎ１ ５

°
－

ｃｏｓ１ ５

°

） Ｘ  （ ｓ ｉｎ１ ５

°

＋ ｃｏｓ１ ５

°

） 理 性 思 维４
： 消 去ｔ ａｎ／

？ 得 到 等 式２ ｔ ａ ｎ
２

ａ
＿

ｉＺ＾ＨＬ ３ 〇
！ ＝ ＿

Ｖ３ ７ｔ ａｎａ 

—

２ 

＝
０

， 需要进一步求 出ｔ ａ ｎａ的 值 吗 ？

＿

Ｃ〇 Ｓ ３ 〇

。

 ３

。

不需要
解 法 ５

： 分 子 、 分 母 分 别 平 方 ， 得＋ 。 ２７ 〇Ａ ， ， ， ２ 、

由２ ｔ ａ ｎ
２

ａ 

—

７ ｔ ａｎａ 

—

２ 
＝

０ ， 可 得２ （ １

—

ｔ ａｎ
２

ａ ）
＝

／ ｓ ｉ ｎ１ ５

°
￣

ｃｏ ｓ１ ５

°

 ＼

２

＿ 
１ 

￣

ｓ ｉ ｎ３ ０

°

１

Ｖ ｓ ｉ ｎ１ ５

°

＋ ｃｏ ｓ１ ５

°

 Ｊ１ ＋ ｓ ｉ ｎ３ ０
。

３

。

—

７ ｔａｎａ ， 即
，

ｔ ａ ｎａ

２
＝
—

善 。 故ｔ ａｎ ２ａ
＝ —

４
■

。 这体
＾ １  ｔ ａ ｎａ７ ／

Ｓ ｉ ｎ １ Ｓ

°


ｐＱ 〇 １
＾ｃ ｉ ｒ

ｊ １ 
＾
－

）

°


ｆ

＊

〇 ＳＴ Ｓ

〇

Ｂ ＾
ｓ ｉｎ１ ５

°

＋ ｃｏｓ

＇

１ ５

￣

° ＜ °
Ｔ ＾＾

ｓ ｉ ｎ

＇

１ ５

＾

＋ ｃｏ ｓ１ ５

° 

＝

现 了 整 体 代换思 想 。 增 加 思 维 的 长 度 ， 往 后 多 想 几

＾３ 步 ， 合理选择方法 ，是数学理性思维 的重要体现 。

＿

了
。

理性 思 维 ５
： 本 题 还 有 其 他 解 法 吗 ？ 有 。 因 为

高三复 习 时学生 已 经有 了 比较完善 的 知识储备 ，２？
＝

（ ａ＋
；

９ ）＋（ ？ 

—

和 ， 所 以 ｔ ａｎ２ａ

＝

ｔ ａｎ ［ （ ａ＋
 ／

３ ）＋

也具备 了 应用数学思想指导解题 的 意识 ， 所 以 一道题 （ “

一

炉 ］

—

ｔ ａ ｎ （ ａ＋ｆｆｌ 

＋  ｔ ａｎ （ ａ
—

ｆｆｌ＿３ ＋ ５—
＿

４

。

目 的解答往往 能 给 出 多 种 不 同 的 解 法 。 教 师 的讲解
ｌ
－

ｔ ａ ｎ （ ａ＋＾ ） ｔａ ｎ （ ａ ＾ ） １

＿

３ Ｘ ５１
°

既要揭示 多种解 法本质 的－致性 ， 指 出 多 解 归 － ， 更
体现转

，
与

巧
归

‘

数学
，

、想 ， 设法将所求 角
“

２ｆｌ

”

表本 为

要通过分析与 比较优化解题方法 ， 找 出 最佳方法 。 本已 知 角 ％ ＋ｒ和
“

《
＿

ｒ 。

题多种解 法本质 的 － 致性 就 是 ： 化 非 特殊 角 为 特 殊

角 ， 体现转化酸学Ｍ 。

“

銷 归
－

， ，

寻求不 同酿
于

“

个性 品质要求
”

巾翻 ： 崇 尚鮮酬性精 神 ， 形

的共 同本质 ， 通过
“

多解
”

后 的
“

归 －
”

， 可 以 形成强 大
’

的认知 力 ， 由 此获得对数学 的 通綱解 。 ５ 种紐 中

解法 ３ 和 解 法 ４ 符合学 生 的 思 维 习 惯 ， 学生 容 易 帛￥解 中要有 意识突 ＾ 对学生理性思维 的培养 ’ 教会＃

到 ， 而且运算量不大 ， 不容易 出 错 ， 书写简 洁 。 教学 中
生 自 己评估解决 问题的方案 是否合 理 ’ 对 比选择解 决

能够通过 问 题祕决揭示数学 问 题 的本质 ， 就能让学 彳ｆ

生具有－双透过絲看本质 的
“

ｓ 眼
， ，

， 学生 的思雜
是鮮雜精神祕现 ， 也題学能力 与素养的体现 。

力 就能得到 充分的发展 ， 使数学 问 题 的解决变得简单４讲典型错误的辨析
而 自 然 。

例３ｓ ｉｎ１ ７

°

ｓ ｉｎ３ ４

°
—

ｓ ｉ ｎ７ ３

。

？

ｓ ｉｎ４ ７

。

＝

３ 讲理性思维的培养

。

例 ２ 已 知 １３ １１ （ 〇 ＋ 卢 ）
＝

３ ， 加 １１ （ ０
＿

）

３ ）
＝

５ ， 那 么学生 的 错 误 做 法 ： 因 为 １ ７

°

＋７ ３

°

＝
９ ０

°

，
３ ４

°

＋

ｔ ａｎ２ａ
＝ ４ ７

。

＝
９ ０

。

， 所 以 ， 原式 ＝
ｓ ｉｎ９ ０

°

＝＝
１

 〇

ｔ ａｎ ， ＋  ｔ ａｎ ／？ｆｆｌ到这种情Ｍ ， 教师怎 么 做呢 ？ 是找其他学生 ｉ兑

学生 ： 由 ｔ ａ ｒｉ （ 〇 ＋
／
？ ）
＝

３ ’ 可 得
ｉ 

—

 ｔ ａ ｎ ａ ｔ ￡ｍ
／
？

＝
３ ’

出 正确答案吗 ？ 显然不可取 。 必须追 问该学生 ， 原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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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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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么会等于 Ｓ ｉｎ９ ０
°

？ 你用 了什么 知识来解决 的 ？ 或借着学生 的典型错误 ， 通过加 强 辨析和诊断 ， 培 养学

者组织学生展开交流讨论进行 辨析 ， 展示思维 过程 ，生严谨 的数学思维和科学求真 的学 习 态度 ， 真正掌握

书写完整 的解题过 程 ， 实 现生 生之 间 的 互 助 ， 让做错和应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 。

的学生真正弄清楚错误的原 因 ， 从而掌握正确 的数学对学生 的典型错误 ， 教师不能仅仅展示 正确 的解

知识 ， 让会做 的 学生 能 够通过对学生 的再次讲解 ， 加答 ， 要组织学生进行探究辨析 ， 针对学生存在 的 问 题

深对知识 的理解 ， 牢 固掌握知识 。 进行认真讲解才是有效 的 教 学 。 教学 中 有必要让学

例 ４ 已 知“ ＝４ ， 《 ｅ
（？ ，

ｃ〇 ｓ
／

？
＝
－

ｊ｜
，

生经历
“

展示 错误一辨 析错误 纠 正 错误
一

正麵
５ ＇ １ ３答

”

的过程 ，

一定要让学生深刻认识到错误的原 因 。

成
（

Ｔｔ ，

孕 ）

，则 Ｃ〇 Ｓ （ ａ ＋
／

？ 的值为


。

 ５ 讲解题思路的探寻

学生 中 的典型错误 ： 因 为 ｓ ｉｎａ 

＝

香 ，

（ 吾 ， ｔｔ
）

，

 ，＾ｓ ｉ ｎ７
°

＋ ｃｏ ｓ１ ５

°

ｓ ｉ ｎ８

°

５ Ｖ ２ ；例５Ｍ ：

ｃｏ ｓ７

°
－

ｓ ｉ ｎ ｌ ５

〇

ｓ ｉ ｎ

所 以 ｃｏ ｓ ａ＜ ０ 。 故 ｃｏ ｓ ａ
＝

Ｖ ｌ 

—

ｓ ｉ ｎ
２

ａ
＝
＿

音
。就这个 问题 ， 不少学生无法进行解答 ， 也有学生

１ ２ ３ ７ｃ ＼给 出 了下面的解答 。

因 为ｃｏ ｓ
沒
＝
—

巧
，

／

３ ６所 以Ｓ ｌ ｎ
 ／

？＜ 〇 。

Ｍ ：
ｓ ｉｎ７

〇

＝
ｓ ｉｎ （ １ ５

〇
－

８

°

） 

＝
ｓ ｉｎ１ ５

°

ｃｏｓ８
°

ｃｏｓ１ ５
°

？

， ， ． ／
－

５ ｓ ｉｎ８

°

， ｃｏｓ７
〇

＝

ｃｏｓ （ １ ５

°
—

８

〇

） 
＝

ｃｏｓ１ ５

°

ｃｏ ｓ８

〇

＋ ｓ ｉｎ１ ５

〇

？

故 ３ １ ：＾
＝

７１＾＾＝
－

亞
。

 ． 。 … ｓ ｉ ｎ ｌ ５

°

ｃｏ ｓ ８

。

。

错在哪里 ？ 错误 的 原 因 是什么 ？ 有 必 要让学Ｓ
Ｓｍ８ ° 代人得 ， 原式 ＝

ｃｏｓ１ ５

－

Ｃ０Ｓ８

° 

＝
 ｔａｎ１ ５°

展开讨论交流并加 以 辨析 。 针对学生不会做 以及学生给 出 的上述解法 ， 教师

ｖ＾ｉｌ＾与 分别 是 ｌ
＿

ｓ ｉ ｎ
２

ａ 与 １

—要带领学生一起来分析题 目 的结构 ， 讲清楚解题思路

４的探寻 。 首先从
“

角
”

上 发现 ， 题 目 中 出 现三个角 ， 分
ｃｏ ｓ

２

／
？ 的 算 术 平 方 根 ’ 后 面 就 不 可 能 得 出 是 与

别是 ７

。

， １ ５

。

和 ８

。

， 它 们之 间 存在 的 关 系 是 ７

。

＋ ８

。

＝

＿

５
＿ １ ５

°

， 从而可 以运用
“

减元
”

的思想 ， 用其 中 两个 角 表示
１ ３

°

 另 外一个角 。 接下来思考 ： 究竟是用 ７

°

＝

１ ５

°
＿

８

°

， 还

然而 ｃｏ ｓａ ， ｓ ｉ ｎ确实是负值 ， 学生就是想不通 问是用 １ ５

。

＝
７

。

＋ ８

。

， 或者是 ８

。

＝
１ ５

。
＿

７

。

？ 学生可 以逐

题 出 在 了 哪里 ， 追寻造成错误 的根源 。一尝试 ，但更要培养学生 的理性思维 。 观察发现 ： 分子

教师 就 其 中
一 个 提 问 ：

ｓ ｉｎ 沒
＝

ｙ ｉ 

—

ｃｏ ｓＭ是 哪上 ｓ ｉｎ７

°

可 以认为是三 角 函 数 的一 次幂 ， 而 ｃｏｓ１ ５

°

 ？

来 的 ？ ｓ ｉ ｎ８
°

是三角 函数 的二次 幂 ， 如 果 把 ７

°

写成 １ ５

°
—

８

°

，

学生 ： 由 变形得来 的 。利用两角 差 的正 弦公式展开 ， 得到 的 也是三角 函 数 的

分析过程 ： 因 为 ｓ ｉｎＶ＋ ｃｏ ｓ

２

 ；

８
＝

１
， 所 以 ｓ ｉ ｎ

２

０
＝二次幂 ， 从而可 以进行合并运算 ， 达到化简 的 目 的 ， 分

１
一

ｃｏ ｓ

２

沐 接着就是两边开方 ， 两边开方应该有
“

士
”

母 同样如此 ， 而且分子 、 分母合并 化 简之后都 出 现 的

的 ， 究竟定什么符号呢 ？ 还是
“

士
”

都取 ？是乘积形式 ， 为整个分式 的进一步约分化简提供 了基

因 为 ｓ ｉ ｎ
 ；

３＜ ０
， 所 以 两边 开方 只 能选

“
一

”

。 因 此础 。 如果是用 １ ５

°

＝
７

°

＋ ８

°

或者是 ８

°

＝
１ ５

°
—

７

°

， 利 用

就得到一 

＝ － 这才是正 确 的
与差 的Ｈ角公式展开 ’ 就会 出ｔ 角 函 数 的 三

１ ３ 次幂 ， 就无法进行化简运算 。

书写 和解答 。 错误 的原 因 就在于
“

两边 开方 的 时候就对解数学题而言 ， 难点是解题思路 的探寻 。 教师

要选定符号
”

，

一旦写成 了ｓ ｉ ｎ
／
３
＝

Ｖ ｌ 

—

ｃｏ ｓＶ就意 味在教学 中不仅要讲怎 么解 ， 更要讲为什 么这样解 ？ 要

着两边开方选定 了
“

＋后面就不可能再 出 现
“
一

”

。讲清楚怎 么会想 到 这样解 的 ？ 不这样 解行不行 ？ 还

对相 当一部分学生来说 ， 他们 没有养成严谨的思有没有其他 的解法 ？ 面对一道数学 问 题 ， 如何通过观

维 习 惯 ， 想 当然地添加
“

士
”

， 想要
“
一

”

就添
“
一

”

， 也不察有效地分析解题思路 ， 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 的 。 轉

管它对不对 、有 没有 道理 、 符合不符合逻 辑关 系 。 他三 角 函数 问题 ， 主要是从角 的变化与关 系人手进行思

们没有真正 明 白 该在哪一步变形 的 时候确定符号 ， 他考 ， 结合研究三角 函数名称和幂次 的 异 同进行有选择

们 只知道最后 的结果是 负 的 ， 所 以 最后 要 加 上
“
一

”

。地变形 ，其 中体现
“

消元
”

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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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的符号 ， 要利用 已 知 的三 角 函 数值缩小 角 的 范 围 ， 相

奸解三角 不等式 ， 这 与江苏龍 学要求 不符 ， 与 江

在讲完上面 的 例 ５ 之后 ， 老 师 给 出 了 变式练 习 ：苏高考试题 的 难度 不相 吻 合 ， 超 出 了 学生 的 认 知 水

求
２ ｃ〇 ｓ１ ０

。
一

’
２ ０

。

值 。 平 ， 这样 的变式教学是不可取 的 。

’

 ｃｏ ｓ２ ０

。 °

学生首先发现 了 角 的关系 ：
２ ０

。

是 １ ０

。

的 ２ 倍 。 于 ７ 讲归纳总结的提升

是尝试就用二倍角
？
式脈 角 都 成 １ 。

。

。

例 ３酿之后教 师要 归驗 升 ： ⑴ 通 过研究 角

原式 ＝
２
９
〇 Ｓ

ｃ ｏ ｓ＾ －

ｓ ｉ ｎｎ ｏ

＾

１ Ｑ

〇

＝之间 的关系 ， 实现角 之 间 的互化 ， 缩小角 之 间 的差异 ，

９
Ｃ° ＇＂

〇

Ｍ
Ｓｍ

ｉ ｎ
〇

，体现消元转化思想 ， 这是解决三 角 函 数 问 题 的基本思
２ ｃｏ ｓ１ ０（ １ 

—

ｓ ｉｎ１ ０） ， ｕ ，^

（ ｃｏ ｓ１ ０

°
－

ｓ ｉ ｎ１ ０

°

） （ ｃｏ ｓ１ ０

°

＋ ｓ ｉ ｎ１ ０

°

）

° 到 此 为路 “ ２ ） 正确运用三角 函数诱导公式 、 两 角 和 与 差 的 三

止 ， 学生做不下去 了 。 角 公式进行求解 ， 对三角 函 数公式要做到灵活运用 。

师生共 同 分析原 因 ： 用二倍角 公式展 开之后 ， 角讲完 了 例 ２ 和第 ５ 题
（

已 知 ｓ ｉｎ
（

０＋Ｄ ＝

＋ ， ０６

都统一成 了１ 〇

°

， 体现 了 消元思想 。 但是 三 角 函 数 幂

次上不对等 ， ２ ｃｏ ｓ１ ０

°

可 以看作是三角 函数 的一次式 ，＾ ， ７

＾
， 则 ３ 丨 １１ ０

＝



）

， 教师总结提升 ： 本节课 的

２ ｓ ｌ ｎ１ ０

°

？

＾

１ ０

°

是二 角 ｜

＾
数 的 二 次 式 ’ 分母上 也 是 ＝

顧是
“

角 与 角 之间 的转化
”

。 如何有效 突破这个难
Ｍ 点 ？ 解决的对策是 ： 运滕 角 的方法

一

用 已 知 角 或
致式子不 容 易 化 简 ， 反痛 式 子 变 得更 复 杂 。 怎 纟

麟舖示未賊 （所求 角 ） ， 体難 化醜学思想 。

办 ？ 换个 角 度看 问题 ， 还是从研丸 角 与 角 之 间 的关 系、

本节课 出 现 的有 ： 其 中 角 （ ａ ＋ 卢 ）

出 发来探寻解题思路 。 由 于 ２ ０

°

＋ １ ０

°

＝

３ ０

°

，且 ３ ０

°

是

特殊角 ， 利用特殊 角 的 三 角 函 数值 已 知 ， 所 以 这个关 和 和 是 已 知 角 ，
２ ａ 是 所 求 角 ； 《 ＋ 々

＝＝

（ｆ
＋
＾

＿

是用 １ ０

。

＝

３ 。

。
－

２ ０

。

来 消 元 呢 ？ 理性 思 考 发 现 消 去 （了其 中 角
（了

＋
４
和

（ＩＪ
’ ａ３

１ ０

。

比 较 合 适 。 原 式 ＝

ｋｏＭ ３ ０

。

＾
０

＾
ｓ ｌ ｎ２ ０

。

＝是所求 角 ； ０
＝

０
＋
予 ）

一

予
， 其 中 ０＋

予是
已 知 角 ，

子

＃Ｃ〇 Ｓ２ ０

°

＋ ｓ ｉｎ２ （Ｔ
＿

Ｓｍ２ ０

°

＾ 是特殊 角 。
ｌ 〇

°
＝

３ ０

°
—

２ ０

°

， 将１ ０

°

转化为特殊 的３ ０

°

和

ｃｏ ｓ２ ０

° Ｖ °

 ２ ０

°

的差 ， 达到 消 元 目 的 ， 便 于发 现分子 、 分母之 间 的

变式是指教师有 目 的 、有计划 地对现有命题进行关系 ， 有利 于化简 。 同理 ， 例 ５ 采用 ７

°

＝
１ ５

°
—

８

°

转化

合理 的转化 。 教学 中 能对 已 有 的例 、 习 题进行适度 的消元 。

变式 、拓展 、 引 申 ， 可 以 培养学生积极 思考 的 习 惯 ， 可本节课最后 的 归纳 总结应该是 ： 解 决三 角 函 数 问

以 激活课堂气氛 ， 让学 生 不 时 面对新 问 题 、 让学 生有题从 以 下 四 个方面进行思考 。 （ １ ） 角
——

通 过研究角

新 的收获 ， 增强学生学 习 的 自 信心 ， 提 高学生 学 习 的与 角 之间 的关 系 ， 运用 消 元 的 方法 ， 减少不 同 角 的存

兴趣 ； 同 时能做到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 ， 达 到深化理解在 ， 常用 的方法是
“

换 角 的方法
”

， 突 出 转化思 想 “ ２ ）

数学知识 、 方法 、思想 的 目 的 。 名
——研究运算式子 中 同 角 三 角 函 数 的 名 称变化 ， 运

当然 ， 复习 中 的变式教学要适度 ， 既要切合学生实用 同 角 三角 函 数关 系 尽可 能化异 为 同 ；
（ ３ ） 形 发

际 ，更要符合高 考要求 。 在一次教学 中 ， 原 问 题是 ： 已现运算式子 中 三角 函 数在形式上 的差异 ， 寻找相互转

知 ０＜＾＜＋＜？＜宇 ， Ｃ〇ｓＢｉ ；
）

＝

４ ，
Ｓ ｉｎＢ ＋ｒｔ

＝化 的桥梁 ；
⑷ 幂
——

观察 运 算式子 中 三 角 函 数幂 的

差异 ， 要设法化为 同次幂进行运算 。

１ ９

求 Ｓ ｉ ｎ （ ａ ＋
；

３ ） 的值 。 解决之后 老 师给 出 变式 ： 已 知教师 的归 纳总结应该提升学生对 问 题 的认识 ， 帮

３ ｊｒ ３ ．（
ｎ ｖ １ ２助学生形成常见 的 思 维模式 ， 给学生 提供实用 性 、 操

（Ｋ＾＜ａ＜ｆ ’ ｃｏ ｓ
（
丁
一

Ｊ

＝

了
， ｓ ｉ ｎ

（
了
＋４

＝

玎
， 求作性强 的工具 ， 以 便学 生 能快速地解决 问 题 ； 要 培养

Ｓ ｉ ｎ （ ａ＋
／
３ ） 的值 。学生美感与化简 意识 ， 培养学生 理性思 维 能力 ， 提高

在解决变式 问 题 的过程 中 ， 为 了 确定三角 函数值学生 的思维 品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