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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与方程思想在高 中数学解题 中 的应用

曹旭辉 （ 甘 肃省 武 山 县 第 二 高 级 中 学 ７ ４ １ ３ ０ ６ ）

【摘 要 】函数 与 方 程 虽 然 是 两 个 不 同 的 数

学概念 ，但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 ，
从 高 中 数 学 角 度分析 ，

不 等 式 、 数 列 、 几 何 等题 型 中 都 涉 及 函 数或 方 程 内

容 ， 因 而 函 数与 方 程 思 想在 解题 方 面 发挥 着 重要作

用 ． 教师 在教 学 中 引 导 学 生根据 问 题 中 的 数量 关 系

或是 引 入新 的 变 量 ， 来构 建 函数与 方程 ， 并应 用 其相

关知识 对 问 题进行分析和解答 ， 能 够化繁 为 简 ， 化难

为 易 ，提 高 学 生 的 推导能 力 与 解题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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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函 数与方程思想概述

函数与方程思想 中 涉及 函数 、 方程两个不 同 的

概念 ，
二者看似毫无交集 ， 实则却联系 密切 ， 如 一个

函数有解析表达式 ， 则这表达式可 以 看作是一个方

程 ， 在转化 中找到解决思路 ．

从数学角度分析 ，解题 中运用 函数思想 ， 主要是

利用运动和变化的观点 ， 来深人分析其 中 的 数量关

系 ，结合建立 的 函数关系或构造 函 数 ，再运用 函数图

象和性质进行分析和转化 ， 使 问题加 以 解决 ．

［
１
］

而

方程思想则 多是通过分析数学 问 题 中 的 变量关系 ，

而建立方程或是方程组 ， 运 用 所学 的方程知识来分

析问题 、解决 问题 ．

两种思想在解题 中 运用 时有着异 曲 同工之妙 ，

但想要得 出 正确 的结果 ， 则要基于对二者 的 深刻认

识 ， 如果学生对 函数思想和方程思想掌握不当 ， 解题

中则很难想到运用这两种思 想 ， 更是难 以 找 到 正确

的解题思路 ．

［ ２ ］

另 外 ， 学生对 函 数 与方程思 想 的运

用缺乏灵活性 ， 为 了保证学生解题能力 的提升 ， 教师

应尽可能为学生创造实践机会 ， 让学生在实践 中加

强对这种思想 的理解 ，进而促进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能力 的提升 ． 综上所述 ， 在高 中数学教学 中 ， 教师应

借助 函数与方程思维来 点拨 和启 发学生 ， 帮 助学生

？３ ２ ？

在解题 中从大局观 出 发 ， 灵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 加

强对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 、举一反三 ， 进而促进综合

能力 的发展 ．

２ 函数与方程思想在高中数学解题中的具体应用

２
．

１ 不等式 中 的 函数与 方程思想

学生在高 中 学 习 不等式相关知识时 ， 由 于 已 经

有等式 的相关基础 ， 对概念性知识理解速度较快 ，但

在实际解题中 ， 却会 因 为对知识掌握不透彻而 出 现

错误 ． 尤其是 当整个章节学 习 完之后 ，题型 的综合性

提高 ，涉及 函数与方程等 问题 ， 更会为学生解题增加

一定 的难度 ．

［ ３ ］

对此 ， 教 师 在解题教学 中应合理渗

透 函数与方程思想 ， 将不等式求解 问题转化为 函 数

问题或方程 问题 ， 再通过求解得 出正确答案 ．

２ ． １ ． １构建 函数求不等式解集

例 １设不 等 式 ２ ：ｒ
—

１＞ｍ 〇ｒ １ ） ， 对满 足

＿

２＜ｍ＜ ２ 的 一切 实数 ｍ 的 取值都成 立 ， 求 ：ｒ 的

取值 范 围 ．

本题考查 的是二元一次不等式 ， 且具有一定 的

综合性 ， 部分学生在读题后无法正确解读其 中 的 含

义 ，从而解题思路受阻 ． 教师在讲评时可 以 引人 函数

与方程思想 ， 引 导学生将其视为关于 ｍ 的一次不等

式再解 决 问 题 ， 因 为 ２ ：ｒ
—

１ 〉 ｍ Ｏ
—

１ ） ， 所 以

（ ■ｒ １ ）ｍ （ ２ ：ｃ
—

１ ） ＜ ０ ， 当 的时候

恒成立 ，设 ／ （ｍ ） 
＝

（ｘ ｌ ） ｗ
—

（ ２ ：ｃ
—

１ ） ， 通过简

化得 出 ／ （ ２ ）＜ ０ ， ／ （ ２ ）＜０ 再代 人不 等式 ， 即

Ｏｒ
－

１ ）
？２

－

（ ２ｘ
－

１ ）＜０ ， （ｘ
—

１ ）
？ （

―

２ ）

—

（ ２ｘ １ ） ＜ ０ ， 解得 ｘ＞所 以 ， ｘ 的 取值范 围
４

是
（ｆ ＋ －

）

．

值得注意 的是 ， 部分学生受 到定式思维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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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问题时非 常容易 将题 目 看成关于 ：ｃ 的 不 等

式 ， 教师应积极引 导学生转换角 度 ， 构建 以 ｗ 为 变

量 的一次 函数 ， 结合题 目 中 的条件列 出 函数式 ． 可 以

说这是对常规思维 的 突破与创新 ， 解题过程也 比传

统解法更加简洁 ， 突 出 了 函数与方程思想 的优势 ．

Ｗ

２ ． １ ． ２利 用 函数性质求不等式解集

求不等式解集是高 中数学学 习 中 常见 的 问题 ，

在测试和练 习 中多是 以 选择题 的形 式 出 现 ， 部分学

生在求解 中从不等式 角 度 出 发展开分析 ， 忽视 了 函

数与方程思想 的运用 ， 导致解题时步骤复杂且错误

频 出 ． 对此 ， 教师在讲解此类题型 时 ， 应积极 引 人 函

数与方程思想 ， 引 导学生利用 函数的性质来解题 ．

例 ２定义在 Ｒ 上 的 偶 函 数 ／ Ｃｒ ） 的 导 函数 为

／ Ｃｒ ） ， 若对任 意 实 数 ， 都 有 ２

恒 成 立 ， 则 使 ｘ
２

／ （ｘ ） ／ （ Ｉ ）＜ ｘ
２
—

１ 成 立 的 ：ｃ 的

取值 范 围 为 （ ）

（ Ａ ） ｛
ｘ 

ｘ＃土１ ｝ ？

（ Ｂ ） （

— 〇〇
，

１ ）Ｕ（ １ ， ＋ °°
） ．

（ Ｃ ）（

－

１
，
１ ） ．

（ Ｄ ） （

—

１ ， ０ ）Ｕ（ 〇 ，
１ ） ．

在讲解此类题型 时 ， 教 师应先鼓励学生尝试构

建 函数 ＦＵ）
＝
ｘ

２

／Ｕ）

—

工
２

， 再根据题干信息 ， 判

断 Ｆ （ｘ ） 为偶 函数 ， 再结合 Ｆ （ｘ ） 的单调性求 出 解

集 ， 得 出最终 的答案 ．

具体 解 题 步 骤 为 ： 首 先 ， 教 师 应 设 Ｆ Ｃｒ ）
＝

：ｃ

２

／ 〇ｒ ）

—

 ：ｃ

２

， 因 为 ／ （工 ） 为偶 函数 ， 得 出 Ｆ 〇ｃ ） 也

是偶 函数 ， 即Ｆ
＇

Ｏｒ）
＝

２ｘ／〇）＋ ｘ
２

／
＇

（ｘ） ２ｘ
＝

？ｒＰ／ ＣｚＯ ＋ ｉ ／
＇

Ｕ ） ２
］ ，结合题意可知２／ 〇ｒ ）＋

？ｒ／
＇

Ｃｒ ）

＿

２＜０ ？ 分为两种情况讨论 ， 当 ｘ＜０ 时 ，

ＦＣｒ）＞０
； 当ｘ＞０时 ，

Ｆ Ｃｒ）＜０ ． 由ｚ
ｚ

／ Ｃｚ）

／ （ ｌ ）＜ ｘ
２—

１
， 得 出ｘ

２

／ Ｃｒ ）

—

ｘ
２

＜ ／⑴
一

１
， 所

以 Ｆ Ｃｒ ） ＜ Ｆ （ ｌ ） ， 即 ｘ
 ｜

＞ ｌ ， ｘ 的取值范 围 自 然可

以 确定为 ｘ＜
—

１ 或 ：ｃ＞１ ．

２ ． ２数列 中 的 函 数与 方程 思想

函数 与方程思想是数列 学 习 中 的
“

法宝
”

， 在解

题 中 教 师 引 导学生将数列看作一种特殊 函 数 ， 如 等

差数列 可看作通项公式与前 《 项和公式都可看作关

于 ｎ 的 函数 ． 通过合理的转化 ， 将数列转化为蕴含 函

数思想 的 内容 ，再借助 函数 、方程等相关知识加 以解

决 ， 能 够有 效 降 低 解 题 的 难 度 ， 起 到 化 繁 为 简 的

效果 ．

例 ３设数列 ｛
ａ

？ ｝ 为 等 差数列 ， Ｓ ？ 是数列 的

前 《 项 和 ， 已 知 Ｓ
７
＝

７
， Ｓ

１ ５
＝

７ ５
，
Ｔ

？ 为 数 列 的

前 ｗ 项 和 ， 求 丁
？

．

学生在 阅读题 目 后第一时 间想到用等差数列公

式解题 ， 这一思路是正确 的 ， 但等差数列 的首项和公

差都是未知 的 ， 教师可 以 引 导学生根据 已 知条件列

出 方程 ．

具体步骤为 ：设等差数列 ｝ 的公差为 ｄ ，则有

（ Ｓ
７
＝

７ 〇
］＋ ２ １ （ ３ ？

＝
７

，

借助代人法解方程 ， 可得
Ｉ Ｓ

 １ ５
＝

１ ５ ＜２
１＋１ ０ ５ ＜ｉ

＝
７ ５ ，

＝ 
—

２
， ｄ
＝

ｌ ． 将得 出 的结果代人 可得ｉ ＝
ａ

，

ｎｎ

＋
＾

（ ｎ
—

１ ）ｄ
＝

２＋ ＾

（ ｗ
—

１ ） ， 又 因 为一
ｌ ｉｗ十 １

Ｉ ，所 以数列 也是等差数列 ， 且首项为 一

ｎＩ Ｉｎ Ｊ

２
，公差为

Ｉ
， 即 ：Ｔ

？

＝

｜
？

２—

基于此 ， 解题结束后教师应组织学生重新梳理

解题思维 ， 学生发现数列 与 函 数之 间 有着 密切 的联

系 ， 如本题本质上就是定义域为 Ｎ 的 函数值列 ， 如果

将数列 的通项公式设为 ＆

＝

／ 
（ ｎ） ， 则前 《 项和公式

Ｓ
？
＝

ｇ （ ｎ ） ， 解题过程 实质上 就是 函 数解析 式 ． 由

此 ， 学生不仅可 以在解题 中 加强对 函 数与方程思 想

的运用 ，还可 以在分析和 归 纳 中 强化数列 与 函 数之

间关系 的掌握 ．

２ ． ３ 几何 中 的 函 数与方程思想

几何分为解析几何 、 立体几何两个部分 ， 相关题

型一直是学生 高 中 数学学 习 中 的难点 ， 尤其是部分

空 间思维能力 较差 的 学生 ， 在解题 中 总是会遇到很

多 困难 ． 而将 函数 与 方程 思 想运 用 在几何解题过程

中 ， 把字母看作 变量或是将代数式看作 函数 ， 合理转

化下题 目 条件会变得 更 加 简 单 ， 学 生 的 解题思路也

？３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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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更加清晰 ．

２ ． ３ ． １解析几何 中 的 函数与 方程思想

解析几何是高 中数学 中 的一大难点 ， 解题 中经

常需要 引 入一些相互联系 、相互制 约 的变量 ， 通过分

析变量之间 的关系来构 建 函数或方程关 系 ． 如解析

几何 中较为常见的轨迹 问题 、最值与取值范围 、定点

定值问题等 ， 都可 以运用 函数与方程思想解答 ， 这也

是近几年高考的热点 问题 ．

例如 以求解
“

椭 圆
”

问题为例 ， 教师在指导学

生用 函数与方程思想解题时 ，可 以设计相关习题 ， 引

导学生转换思维 ， 多 角度寻找解题思路 ．

例 ４如果 曲 线
｜

：ｙ １

＝ ２
＊

＋ １ 与 直 线 没有

交点 ， 求 ６ 的 取值 范 围 ．

部分学生在初次审题后毫无解题思 路 ， 教师可

以启发学生思维 ， 鼓励其从方程 的 角 度 出 发进行解

题 ， 并借助 图象直观分析二者之间 的关系 ． 在教师的

引 导下 ， 学生可 以将 曲线 ＾ 

＝
２

＝

＋ １ 和 ｙ

＝ ６ 的 图

象简单地 画 出来 ，通过观察发现 曲 线 ＾ １

＝
２
＝

＋ １ 的

图象关于 ｘ 轴对称 ， ｙ ＞１ ，且图象过定点 （ 〇 ，
２ ） ，

（ 〇 ，

一

２ ） ， 因此只有 当 时 ， 曲 线 ｂ

＝
２

＝

＋１ 与直线 ＾

＝ ６ 才能没有交点 ． 而运用 函数与方程

思想解题时 ，教师还可 以鼓励学生结合 函数公式转

化为方程公式求解 ， 以 拓 展学生 思 维并 降低解题

难度 ．

２
．
４方程 中 的 函数与方程思想

例 ５已 知
２

＋ ｘ＋ １ 
＝

０ 有且 只 有一 个根在

区 间 （ ０ ， １ ） 内 ， 求 ｍ 的 取值 范 围 ．

部分学生在 阅读题 目 后 ， 通过 围绕
“

只有一根
”

这一关键词展开分析 ，将方程设为 ／ Ｃｒ）
＝ｍ＿ｒ

２

＋ ｘ

＋１ ， 再运用二分法认为 函数 ／ （ｘ ） 中 ， 如果 ／ （ａ ）
？

／ （６ ）＜０ ，那么 函数 ：ｙ
＝

／ （ｘ） 在 区间 （ａ ， ６ ） 上至少

存在一 个零 点 ， 但 不 一 定 唯 一 ． 而 对 于 二 次 函 数

／ Ｃｒ ） ， 如果 ／ （ａ ）
？

／ 〇〇 ＜ ０ ， 则在 区 间 （ ａ ， ６ ） 上则

存在唯一 的零点 ． 但却 忽视 了 方程 ／ Ｃｒ ）
＝

０ 时 ， 在

区 间 （ａ ，
６ ） 上有且 只 有一个根时 ， 不仅存在 ／ Ｕ ）

？

／ （ ６ ）＜０
—种可能 ， 当 ／ （ ａ ）

？

／ 〇〇
＝

０ 时 ， 结论也

是成立的 ． 对此 ，教师应引 导学生绘 图 函数 ／ （ｘ ） 在

ｘ 轴上的 图象 ， 运用 函数与方程思想分析 问题 ， 有序

罗 列解题 中 的多种情况 ，再分析情况讨论 ， 具体解题

步骤为 ：先设 ／ （Ｘ）
２

＋ Ｘ＋１ ． 第一种情况 ， 当

ｍ
＝ ０ 时 ，方程的根为 １ ， 与题设条件相悖 ，应舍弃

这一答案 ； 第二种情况 ， 当 时 ， ＢＵＷ ＋ ｘ ＋ ｌ

＝
０ 有且只有一个根在 区间 （ 〇 ，

１ ） 内 ，且 ／ （ ０ ）
＝

１＞

０ ， 又可 以 细分为两种情况 ， 当 ／ （ １ ） ＜ ０ 时 ， 代入公

式得 ｍ＜— ２
， 当 ／ 

（ １ ）

＝
０ 时 ， 代入公式得 ｗ

＝ 
２

，

再代入原方程发现不符合题意 ，综上可得 ７ｎ＜ ２
．

基于此 ， 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 ， 在求方程根 问题

时运用 函数与方程思想 ， 先构造 函数将方程 问题转

化为 函数思想再去解决 ， 降低 了 求解难度 的 同 时锻

炼 了学生 的思维能力 和解题能力 ． 同 时 ，
二分法本质

上就是函数与方程思想 的重要体现 ， 教师还可 以设

计类似题 目来锻炼学生对二分法 的应用 ， 以 加强对

二分法意义和用法 的掌握 ．

３结语

总 的来说 ， 为 了 提高学生的数学解题能力 ， 教师

应在教学 中积极渗透 函数与方程思想 ， 引 导学生 以

动态 的思维 ， 用 函数 、 变量 的观念去思考 问题 ， 运用

代数 、 消元等思想将未知 问题转化为 已 知 ． 在实际教

学 中 ， 教师还要设计多样的题型来引 导学生训 练 ， 以

加强对这种解题思想 的 掌握 ， 并在练 习 中 不断分析

和推导 ， 以提高思维的灵活性 ， 真正落实学 以致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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