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刘爱洁（1988－），女，汉族，河北衡水人，研究生，上海市建平世纪中学教师，研究方向高中数学教学。 

高中数学反函数与反三角内容的教学研究 
刘爱洁 

建平世纪中学，上海 201204 

 

摘要：本文以《关于高中数学反函数与反三角内容的教学思考》为题，通过对现有不同版本高中数学教材进行深

入分析，探讨了反函数与反三角的教材分析、教材内容、教材习题等几个方面的一些问题。文章从教材前后学习

顺序及教学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个人建议，以期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希望对高中数学反函数与反三角的教材

内容学习具有一定的建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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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景概述 

函数是中学阶段贯穿高中数学三年学习的核心知

识，体现了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

象、数学运算、数据分析的数学核心素养，但因为知

识的抽象性也导致这一章节比较难于掌握的。函数学

不好，对于后续的整个现代数学的学习都只能是一纸

空谈。反函数是高中数学函数章节的学习内容之一，

本节内容也是学生普遍认为较晦涩难懂的知识点。所

以对于这一章节在教学中我们对现有的教材引入、例

题、习题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针对教材中

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个人建议。而反三角是

三角比和立体几何中求线线角、线面角及二面角角度

求解的必修课，但教材内容引入比较直观，学生难于

理解，教学开展不太顺利，本文仅代表个人的一些教

学见解，如有不足之处，请见谅，希望通过本文可以

提高学生对反函数教学内容的理解，以提高教学质量。 

2 《反函数与反三角》高考内容分析 

从近 5 年的高考真题可以看出，角度的求解是必

考内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全国卷对于角度

问题主要考查的是求解正弦值、余弦值，不涉及角度

的表示和反三角问题；上海卷则侧重于角度的求解，

需要学生明白非特殊角的反三角如何求解和表达。 

3 《反函数与反三角》教材分析思考 

“反函数”一节是《高中数学》沪教版必修一第

五章 5.4 的内容，是一个选讲内容；在人教版教材中

这一章节是在必修第四章 4.4 的探究与发现的内容，

在苏教版、北师大版内容中基本无提及。反函数体现

了函数与方程、特殊与一般的思想，通过这一节课的

学习，可以让接受、理解反函数的概念及求解方法，

又可以加深学生对函数基本概念的理解，还可以为反

三角内容的教学做好准备，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但

是从内容上看，反函数是与指数函数、对数函数息息

相关的，指数函数的定义域为对数函数的值域，指数

函数的值域为对数函数的定义域，本节课的内容可以

调整到《高中数学》沪教版必修第四章 4.4 的内容，

让学生加深对反函数概念的理解与应用。 

“反三角”一节只存在于沪教版必修二第六章

6.1.5 的内容，是一个必讲内容；苏教版、人教版、北

师大版没有对反函数内容的引入。 

国内主流的高中数学教材中，人教版、苏教版、

北师大版在反函数和反三角函数的教学上确实表现出

了一定的差异。这些版本在内容编排和考查点上有所 

表 1  《反函数与反三角》高考内容表 
地区 
年份 

上海 全国 

2023 直四棱柱 线面垂直 二面角 三棱柱 线面垂直 线面角 

2022 三棱锥 体积 线面角 四棱锥 线线垂直 线面角 

2021 长方体 体积 线面角 直三棱柱 线线垂直 二面角 

2020 圆柱体 表面积 线面角 圆锥 线面垂直 二面角 

2019 长方体 线面角 点面距离 直四棱柱 线面平行 二面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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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三者都认为三角函数的教学应集中在正弦值、

余弦值等基础知识上，而对反函数与反三角函数的考

查不做重点强调，其中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少。 

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在反函数的教学上更

倾向于浅尝辄止，即明确了解反函数的定义以及基本

性质，并不深入探讨它们在三角函数领域中的应用。

因此，学生在学习有关反三角函数的内容时，可能缺

乏应用反函数思想进行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训练，这容

易导致对于反三角函数表示及其与相应角度之间关系

的理解不够深刻，影响了学生对整个三角函数知识体

系的掌握。与此相比，沪教版在教学反函数内容时采

取了选讲的策略，它提供给学生关于反函数概念的认

知，但并不要求学生系统地学习和应用这一知识点。

这种情况下，学生在理解反三角函数时，往往无法将

其与反函数理论结合起来使用，这不仅增加了学习难

度，而且在教学过程中也使得向学生解释反三角函数

与其角度之间复杂的关系成为一大挑战。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学生在遇到涉及反三角函

数的高级题目时会感到困难，尤其是在理解以及将其

应用于解题中。因此，对于教师来说，在使用这些版

本教材进行教学时，需要额外注意如何高效传达反三

角函数的概念和应用，以及如何设计教学策略来帮助

学生对这些较为抽象的数学概念进行理解，从而提高

其在高考等标准化考试中的表现。教师们可能需要花

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设计辅助教学材料和活动，让

学生通过多种途径理解和掌握反三角函数的知识，以

确保他们能够在高考中顺利应对相关题目
[1]
。 

针对沪教版教材与高考反三角函数内容的考查不

一致问题，改进教学内容设置是必要的。如果高考持

续考察反三角函数，那么应该考虑将反函数内容纳入

必修范围。这样的安排可以使得学生通过反函数的一

般知识学习，更深入理解反三角函数的本质和图像，

从而在遇到相关问题时，能够更加自信和准确地解答。

将反函数与反三角函数的教学内容调整为必学，有利

于确保学生在全面理解三角函数的基础上，掌握它们

各自的逆运算，提升解题的整体能力。同时，教师可

以通过举例、实际应用案例或是构建直观的几何模型

等多种教学方式，帮助学生直观感受到反函数和反三

角函数之间的内在联系，增强它们的理解。另一种方

案是，将反函数和反三角函数的内容设置为探究性学

习或阅读材料。这样的设置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数学

知识拓展面，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同时也避免了由

于增加考查点导致的教学难度提升。探究性学习可以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通过问题解决和案例探

究活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学习能力。不

管选择哪种改进策略，关键在于要通过合理的教学方

法，确保学生对重要概念有深入的理解，同时保持教

学内容与考试大纲的一致性，以免学生在面对高考时

产生困惑。通过这样的教育改进，学生能够在不增加

过多考查压力的情况下，更好地应对数学考试，并在

日后学习和生活中发挥所学的三角函数知识。 

4 《反函数与反三角》教材内容思考 

本部分主要从教材内容引入，教材内容例题和教

材内容习题三个角度进行分析，分析的内容来源主要

是沪教版必修一反函数概念的教学内容和必修二反三

角这一章节部分，其他版本教材反函数为选讲内容，

反三角未涉及。 

4.1 教材内容引入分析 

在沪教版数学教材中，反函数的教学主要集中在

两个课时，这两个课时分别专注于反函数的基本概念

和它们的图像表达。教学的核心要点是确保学生正确

理解什么是反函数，以及如何在一些基本情况下求得

一个给定函数的反函数。通过这一过程，学生会学习

到函数与其对应的反函数之间的基本关系，包括它们

在坐标轴上图像的对称性——这一点是理解反函数的

关键。学生需要掌握，对于函数 f(x)及其反函数 f⁻¹(x)，

它们的图像在 y=x 这条直线上是轴对称的。教师在授

课时应强调这一对称性质，以便学生通过图像直观理

解反函数的概念，这样有助于在后续的学习中能够更

加容易地识别和运用反函数。通过合理分配课时和细

心讲解这些概念，教师能够使得学生在不增加学习负

担的前提下，有效掌握反函数的知识点。 

反函数概念的引入是通过对华氏度与摄氏度的对

比，函数𝑦 = 1.8𝑥 + 32与 

𝑥 =
𝑦 − 32

1.8
 

的关系来分析引入，通过总结得到反函数的概念，并

且让学生充分体现到原函数与反函数的关系，它们的

定义域与值域互相交换，对应法则互逆的原则，为反

函数与原函数图像的求解做了良好的铺垫。 

反三角的教材引入主要体现的是特殊与一般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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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先由 

sinα =
1

2
 

求解锐角 

α =
π

6
 

再根据诱导公式sin（π − α） = sinα求解出 

α =
5π

6
 

然后再根据诱导公式sin（α + 2𝑘π） = sinα解得 

α =
π

6
+ 2𝑘π 

或 

α =
5π

6
+ 2𝑘π 

此引入具有一定的特点，从特殊角归纳特点到所

有的角度，这一过程有一定的抽象性，对于某些学生

而言，理解这一过程需要可逆思想和总结归纳的思想，

需要对于三角公式之间的转换灵活掌握，才能得到

sin𝑥 = sinα这种非特殊角的结论，所以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对于这一块内容的理解难度较大，教学内容难以

顺利开展，所以本部分在教学中可以改为 

sinα =
1

2
   ，sinα =

√2

2
，sinα =

√3

2
 

在[0,2𝜋]，[2𝑘𝜋, 2𝜋 + 2𝑘𝜋]的解集，然后根据解集

的情况再其归纳总结为一体，学生更容易接受与理解。

如果学生学习了反函数，通过原三角函数的图像来求

解学生的理解也会更好一些。反三角其后直接归纳

𝑐𝑜𝑠𝑥 = cosα，𝑡𝑎𝑛𝑥 = tanα的结论，这两个的结论与

sin𝑥 = sinα略有不同，学生以此及彼的情况不太乐观，

导致课程内容较难开展，而从反函数图像角度来考虑

对学生来说更直观，跟容易接受。 

4.2 教材内容例题分析 

反函数例题1主要求解𝑓(𝑥) = log2𝑥反函数𝑓−1(2)，

𝑓−1(𝑎)的值，体现函数与反函数的对应关系。例题 2

求解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分式函数的反函数，熟悉

求解函函数的一般过程。例题 3 主要研究函数与反函

数图像之间的关系，例题 4 将反函数的奇偶性、增减

性与反函数相关联，前 3个例题主要是反函数的关系，

求解思路与图像之间的关系，但第 4 个例题增加了函

数性质之间内容的抽象性，可以将第 4 个例题修改为

习题 5.4B组的内容，增加学生的计算能力与思考能力。 

反三角只有两个例题，例题 1直接考查学习内容，

可以套结论，但例题 2 引入 

𝑠𝑖𝑛2𝑥，𝑐𝑜𝑠(𝑥 +
𝜋

6
)，𝑡𝑎𝑛(2𝑥 +

𝜋

3
) 

提升了一定的难度，并且将学习内容进行升华，

让学生学会举一反三，用整体的思想解决问题。例题

的难度与深度比较符合学生的学情，密切贴合学习内

容。 

4.3 教材内容习题分析 

反函数这一章节习题只有 5.4，习题 1 主要为反函

数与原函数的求解关系，习题 2 和 3 求解不同函数幂

函数、分式函数、二次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这

些常见函数的反函数，每一个习题代表一个常见函数

类型，习题面广而全，习题 4-6 也为反函数与原函数

的求解关系，整个习题难度较小，没有体现原函数与

反函数的图像关系，也没有体现例题 4 中反函数性质

奇偶性、增减性与原函数的关系，所以章节的习题如

若把例题 4 改为习题 5.4 的 B 组习题内容，可以更多

的增加学生学习力与理解力。 

反三角的章节习题
[2]
主要集中于角度的求解，相比

于例题而言，增加了一些难度，例题主要是正角的求

解，习题中负角的求解比较多，可以让学生体会到知

识的细节变化，不能只记结论，需要研究知识之间的

紧密关系，这一点学生的能力确实薄弱一些，习题设

置合理。 

5 结果与讨论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资料分析和实际教学观察的方

法，对现有的高中数学沪教版教材中反函数与反三角

内容的教材内容、特点和不足进行了分析
[3]
。 

首先，我们对现有的高中数学教材进行了梳理和

评价，包括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等目前高中生

所学习的主流版本教材，发现基本所有版本教材将反

函数这一章节作为选讲或者阅读材料内容，只有沪教

版教材讲反三角这一部分内容。高考全国卷对于角度

的考查侧重于正弦、余弦、正切的求解，但上海高考

卷对于角度的考查侧重于角度的求解与表示也就是反

三角的内容。 

其次，对于沪教版教材的反函数和反三角内容进

行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反函数章节的教教学引入、教

学例题、教学习题都比较合理，循序渐进，符合学生

的学情。但反三角章节从特殊到一般，可逆思想的应

用，和对于反三角的表示也比较生硬一些，导致学生

对于这一块内容理解难度较大，教材的例题和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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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多样化，但由于内容较难理解，学生难以达到灵

活应用的目的，难度不够多样化，无法满足不同层次

学生的学习需求，这可能导致一些优秀的学生无法得

到足够的挑战和提高，而一些较差的学生则无法跟上

教学进度，沪教教材因选讲反函数，所以对于反三角

的讲解不可直接应用反函数概念加深学生的理解，导

致学生的知识稍微有些脱节，对这一块的概念和方法

应用不够清晰。 

针对这些问题，我提出了一些个人建议。首先，

建议教材编写者对于反函数和反三角这块内容的前后

编排和内容的呼应性更加重视，没有反函数直接用反

三角的定义，前后知识的连贯性弱写，如若可以将反

函数与反三角结合起来教学，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

和掌握这两块的知识和内容，或者将反函数和反三角

均作为自学内容，在高考考查中可以侧重考查对于角

度的正弦、余弦、正切值的考查。其次，建议增加难

度适中的例题和练习题，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

需求。最后，建议加强对概念和方法的解释，使用更

多的实例和图形来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
[4]
。 

6 结论 

本文对现有高中数学教材中反函数与反三角的高

考考查重点和教材特点内容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提

出了一些目前个人教学中所总结出来的改进建议。目

前可以看出，教材在内容安排、例题和练习题选择、

概念和方法解释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希望本篇文章

可以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反函数与反三角的理解和掌握

程度，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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