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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文科第 21 题简编）若 1 π( ) sin(2 )
2 6

g x x  ，讨论

( ) ( )h x g x t  在
π0
2

x  的零点个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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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思想在高三复习课中的渗透
——利用距离公式解决一类最值问题

刘天程 江苏省常州市北郊高级中学（213031）

数形结合是一个数学思想方法，包含“以形助数”
和“以数辅形”两个方面，其应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
形：或者是借助形的生动和直观性来阐明数之间的
联系，即以形作为手段，数为目的，比如应用函数
的图象来直观地说明函数的性质；或者是借助于数
的精确性和规范严密性来阐明形的某些属性，即以
数作为手段，形作为目的，如应用曲线的方程来精
确地阐明曲线的几何性质．

等价转化是把未知解的问题转化到在已有知识
范围内可解的问题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通过不
断的转化，把不熟悉、不规范、复杂的问题转化为
熟悉、规范甚至模式法、简单的问题．历年高考，
等价转化思想无处不见，我们要不断培养和训练自
觉的转化意识，将有利于强化解决数学问题中的应
变能力，提高思维能力和技能、技巧．

高三二轮复习课应立足数学思想方法进行展
开，让学生感受充满数学思想方法的课堂．因为数
学思想是数学的灵魂，是数学的精髓所在．是高中
数学学习提升的最终层次．数学思想方法主要有：
函数与方程思想；化归思想；分类讨论思想；数形
结合思想等，而数形结合和思想又是初等数学的重
点，更是难点．在平时教学中应如何渗透这些思想，
笔者根据自己教学积累，探究一节一法解多题的数
形结合之一撇的课堂，以常见的平方和形式求最值
的多变量问题进行探究，总结出解决这一类问题的
方法．

1 问题呈现，经典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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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2 210 25z x x y    的最

小值．

解析 本题是线性规划中常见的题型转化成直
角坐标系中可行域内一动点 ( )x y， 与定点 (5 0)， 的距
离平方的最小值，借助这一方法来研究一类

2 2( ) ( )z a x b y    的最值，让学生感受定点与动点
的距离产生问题．

2 问题牵引，探究本质
活动 1 用几何法求函数 | 2 | | 1 |y x x    的值

域．
注 借助绝对值的几何意义利用数轴来研究一

维空间中的距离问题，先让学生感受，再利用几何
画板展示，让学生清楚感受定点与动点的距离关
系．答案： [ 1 1] ， ．

活动 2 求 2 22 2 4 5y x x x x      的值域．
注 让学生尝试将问题转化成定点与动点的距

离关系，把代数式化简成：
2 2( 1) 1 ( 2) 1y x x      转化成二维直角坐

标系中 ( 0)x， 与 (1 1)， ， (2 1)， 的距离之和，利用对称
关系及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得到结果，借助
几何画板演示．答案： [ 5 )， ．

3 领悟拓展，触类旁通
以上主要两种形式：
① | |x 在一维空间（数轴）上表示数轴上的动点

到原点的距离；
② 2 2( ) ( )x a y b   在二维空间（平面直角坐标

系）上的点 ( )x y， 到点 ( )a b， 的距离的平方．
当遇到绝对值和平方和形式的最值问题变量多

难入手时引导学生想到两点间距离，在研究这两点
的可行域即可得到最值，一般步骤：①转化成点的
距离；②研究点的可行域；③求最值．

例 1 已知 2 2a b  ，求 2 22 2a a b b   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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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分析 代数式可转化 2 2 22 2 ( 1)a a b b a     

2( 1) 2b   ，不难想到 ( )a b， 与 ( 1 1) ， 的距离关系，
由点 ( )a b， 在直线 2 2a b  上，转化成 ( 1 1) ， 与直
线的距离最小，再利用点到线的距离公式求出．答
案：3．

变式 关于 x的方程 2
2

1 0ax ax b
xx

     有实

根则求 2 2a b 最小值．
分析 利用以上方法将 2 2a b 转化成定点 (0 0)，

与动点 ( )a b， 距离的最小值，那么 ( )a b， 动点的轨迹
是什么呢，由例 1可知若给定一个 x的值它的轨迹是
一条直线，它是个直线系，那么最小值仍是 (0 0)， 到
直线的距离，而这个距离又关于 x的函数：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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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4
5
．本

题另一个难点是转化后主元问题，在一个方程或函
数不等式里出现多个字母时首先选择以哪个字母作
为主元，围绕这一点可以再探究方程和不等式主元
的选择进行“围点打援，触类旁通”．

例 2 已知满足 2 4 0a b   ， 2 1x y  ，求
2 2( ) ( )z a x b y    的取值范围．

分析 以上问题都是转化成一动点与定点的距
离，再研究动点轨迹与定点的关系，本题是两动点
的关系，不难看出两动点在两条平行线上，转化成
平行线上两点距离．答案： [5 )， ．

变式 若实数 a， b， c， d ，满足
2 2lna a

b




3 4 1c
d


 ，则 2 2( ) ( )a c b d   的最小值．

分析 所求代数式依然转化为两动点的距离平
方， ( )a b， 在函数 2 2ln ( 0)y x x x   上， ( )c d， 在

3 4y x  上，函数与直线上点的最小距离，利用与
该直线平行的直线与函数相切，最小时是切点到直
线的距离．研究出函数 2 2ln ( 0)y x x x   的大致图
象，在 (0 1)， 递减， 1 ， 递增，与斜率为 3的直线

相切于 (2 4 ln 4)， ，最小值为 (2 4 ln 4)， 与直线 y 

3 4x  距离的平方．答案： 22 eln
5 2

．

已知 ( ) 0f a b ， ， ( ) 0g x y ， ，求 2( )z a x  
2( )b y 的取值范围，分别研究 ( )a b， 与 ( )x y， 的轨

迹，研究轨迹上点与点的距离．距离有一维的数轴
上的；也有二维点与点，线与点的距离，学习时注
意知识的拓展，触类旁通．善于发现积累总结代数

式的几何意义，如课后去思考：已知 2 1 1
a b
  ，求

2 2a b a b   的范围；几何法虽然简单但解决大题
目时是没有说服力的，大题目还是提倡代数方法．通
过这一节课让学生意识并掌握了这一类最值问题的
解决方法，复习中要善于发现积累学生的难点或教
学难点进行集中训练加强巩固切忌没有重点或眉毛
胡子都抓不到的课堂．

数形结合的思想，其实质是将抽象的数学语言
与直观的图象结合起来，关键是代数问题与图形之
间的相互转化，它可以使代数问题几何化，几何问
题代数化．

在运用数形结合思想分析和解决问题时，要注
意三点：第一要彻底明白一些概念和运算的几何意
义以及曲线的代数特征，对数学题目中的条件和结
论既分析其几何意义又分析其代数意义；第二是恰
当设参、合理用参，建立关系，由数思形，以形想
数，做好数形转化；第三是正确确定参数的取值范
围．

恩格斯曾说过：“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量的关
系与空间形式的科学．”数形结合就是根据数学问题
的条件和结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既分析其代数意义，
又揭示其几何直观，使数量关的精确刻画与空间形
式的直观形象巧妙、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利用
这种结合，寻找解题思路，使问题化难为易、化繁
为简，从而得到解决．

华罗庚先生说过：“数缺形时少直观，形少数时
难入微，数形结合百般好，隔裂分家万事休．”数学
结合的应用往往伴随着化归思想即等价转化思想的
产生，使数和形之间达到转化．在二轮复习中应渗
透这样函数思想形成通法．

古语有云：授之以鱼，只供一饭之需，授之以
渔，则一生受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