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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学之美的视角谈高中数学解题
杨宗敏

陕西省岐山县岐山高级中学722499

[摘要]数学之美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需要学生从审美的角度去思考、分析和探索数学问题，为数学

解题提供有效的策略．文章从数学之关的表现出发．努力探寻数学美与数学解题之间的联系．在对

数学之美甄别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赏析数学之美，启迪解题灵感，并在快速解题的过程中，获得成功

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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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当前．教学

需做到寓美于教．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给予学生一双学

会观察美的眼睛．去发现和挖掘数学之

美．使学生在浓郁的数学学习兴趣中兴

趣盎然地学习数学．从而让数学教学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一些数学问题

的形式较为复杂．无法唤起对美感的追

求．尤其是对于学生来说．由于受到自

身审美能力和知识水平的束缚。很难真

正品味出数学之美．因此．教师要避免教

学的寡淡无味．做到以美启智．只有充分

挖掘数学之美．展现数学的魅力．才能

让学生在领略和赏析数学美的同时．开

拓视野．启迪思维．

(勘数学之美的表现

作为美的产物．作为科学的“皇后”．

数学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它的美具有

鲜明性和新颖性．它的美感无处不在．

不论是正直不阿的坐标轴．或是婀娜多

姿的图像．又或是巧妙穿插的数．无一

例外地展示着数学之美．可以深深地震

撼学生的心灵．

实际上．学生唯有学会欣赏数学直

观的外表、深刻的内涵、浓厚的文化底

蕴及精湛的理性思考．才是真正学会了

欣赏数学之美，才能产生一种愉悦的心

情与良好的体验．从而激发学习动机，增

强学好数学的信心．提高自身的创造性

思维能力．

(国赏析数学之美，启迪解题灵

感的途径

数学解题过程是以理性思维为主

的．但也包含想象力．同时蕴含着丰富

的美学价值．从而．在数学解题的过程中．

让学生去领略数学之美．巧用数学美打

开解题通道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即在

数学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在感受数学美

的同时．从美的角度生长出解决问题的

方法或策略．这样的解题策略．不仅可以

帮助学生缩短思维的路径．探索数学问

题的解决捷径．让问题较好和较快地获

得解决．还可以让学生衍生出成就感．

产生解决问题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从而

优化思维品质．提高解题能力．下面．笔

者从数学解题的视角出发谈谈如何让

学生学会赏析数学之美．启迪解题灵感

的粗浅体会．

1．从“对称美”出发．激发解题灵感

数学之美．首先在于其对称美。它主

要体现在几何图形的中心对称、轴对

称．函数的图像等．这林林总总都给予

人舒适美观之感．而解题的过程中．我

们不仅需要学会欣赏数学问题中所包

含的对称．亦可以运用好这一美感来启

迪思维．激发解题灵感．生成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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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1)已知实数o，b满足动=1，试

求出{±笔的最大值．
a％b‘

(2)已知实数戈，y满Z足-．3x2+5形一2y2=

1，试求出——竺≮的最大值．
10』72 2xy+5y2

分析：首先观察问题(1)的两实数o，

b．不管是条件式ab=1．又或是所求式

{导，都可以一目了然地感受到对称美
(r+D。

的存在．从而使得学生产生迫切解决问

题的冲动．由于本题的难度不大．学生

经过思考后易生成以下解题思路：因为

o，b同号，所以{±篓的最大值需在o，6均
旷-I-0。

为正数时取得．根据t=o+6≥2、／面=2

(a=b=l时等号成立)和冉6’_(叶6)2-2ab=

产_2，可得差鲁=差i=—}≤1，在t=2
t

时取得等号，所以{冬的最大值是l_
(r+b。

继续研究问题f2)．观察后可以发

现．本题不管是条件式3戈2+5xy-2y2=1．还

是所求式—』堡I，让人一看都深
10戈2-2xr+5俨。

感复杂．不少学生在单独看到本题的时

候易由于思维卡壳而产生抵触情绪．而

此时，若能联系问题(1)，从问题(2)的

烦琐表象展开思考．将式子转化为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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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1)类似的具备对称美的式子，则可以

快速找寻到解题路径．使问题获解．因为

3x2+5xy一2严=(戈+勿)(3茁了)，从而可以设

茹+2y=a,3x7=6，则有曲=1，x=a+．2b，y=

—3ar-b，所以面2面=丽a+bb7 1毗2-2咒v+5俨02+2
就这

样．将问题(2)完美转化为问题(1)，充分

展现了其中蕴含的化归思想．

量与形是数学问题中不可或缺的

两个特征．以上两个问题的量与形均相

同．从而具备运用相同数学方法的条件．

显然．在以上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正是由

于问题(1)中显性的对称性．让学生从繁

到简进行联想。在孤立的问题(2)中探寻

了可以与之关联的问题(1)．借此找到了

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体会到转化思想的

价值．因此．在解题的过程中．学生要善

于发掘数式或图形问的对称性．灵活运

用与之关联的各种关系．才能迅速探寻

到解题突破口．丰富解题策略．进一步

推动思维的深化．

2．从“和谐美”入手．寻得解题入口

和谐美是数学美的另一特性．不少

数学问题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美．

这一特性主要表现在形式的统一和结

构的严谨．数学中很多问题都具有和

谐美．学生应从美的享受到美的运用．

从数学问题中的和谐因素与打破和谐

的因素着手．基于习题本身的特征和

解题方法的内在关联．寻得解题入口．

优化解题思路．训练学生思维的深度

和广度．

例2：已知平面直角坐标系石Dy中．设

点A(1，0)，B(0，1)，C(a，b)，D(C，d)，若

不等式动z≥(m-2)蔬．面+m(蔬．蔬)．
(面．研)对于任意实数Ⅱ，b，c，d都成
立．试求出实数m的最大值．

分析：本题是一道多变量的最值问

题．由于赋予了向量的背景．使得难度加

大．首先．可以将向量关系式化为代数不

等式：(。—c)2+(6一d)2≥(m一2)(tTlC,+bd)+

mbc．整理后可得舻+62+c2+俨一m们一mbd—

mbc≥0①．接着．从和谐关的角度来看，

倘若想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则需将①

式中的平方项中的四个字母轮换．而观

察①式的乘积项，a，d出现一次，b，c出

现两次，那么可进一步配方o，d的平方项，
／ ⋯2 ＼ ／

变形①式为：f舻一撇+竺c2l+fd2一mbd+

m．2b：1+华f62-兰6。托：1 1>0，则(。一
4 ／ 4 ＼ 4一m2 ／

、

耕+孵a)2+竿(az-啬¨固
≥0②．因为②式对于任意实数Ⅱ，b，C，d

都成立，所以等4(。L景4_m2¨c2净＼ ／

对于任意实数b．c都成立．所以

l兰兰i>0．
{

。 解得1一订≤m≤
l△：f!生1。一4≤o，
【 ＼4-m2／

、／了一1．所以实数m的最大值是、／了一1．

例2的解决不仅是数学解题的创新．

也是数学美的演绎．充分说明数学之美

的挖掘不仅仅是一种体验．更是思维腾

飞的跑道．从而从和谐美人手解决数学

问题不仅仅是固化解题模式的突破．也

充分体现了数学之美的内涵中蕴含的

智慧．这种基于数学的和谐美而展开的

思维．同时蕴含着一种发散性思维方

式．这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智慧．

3．从“简洁美”开始．探索解题捷径

数学的美还体现在它的简洁性．它

是数学美的基本形式．数学学科具有形

式简单、秩序规整和高度统一的特征．

数量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也隐透着简

洁美．从而真实地演绎着数学之美．然

而．大多数时候．不少学生无法从数学

问题中一眼望穿其简洁美．这就需要根

据自身的审美观．逐步转化．从而揭开

其简洁的面纱．探索解题捷径．让数学

之美绽放魅力．

例3：已知正实数z，y满足三一俨=1，
4

则3省2-hy的最小值是 ．

分析：本题是一道一题多解的问题，

别出心裁地展现了数学简洁美的独特魅

力．从不同的简洁视角出发．可以形成

不同的解题思路．可以获得不同的解法．

解法1：(整体思想1)

因为14—严2(旦2呵)(旦2 7)，所以。

＼ 。／＼ 。厂

可设o=三呵，b=兰_y，从而并=a+b，Y=
9

。’

9
。’ ’

譬，_Kab=l，所以3冉2xy=2a2+4b2+

6ab≥(6+4、／虿)ab=6+4、／虿，所rX3x2—

2xy(约最小值是6+4、／丁．

解法2：(整体思想2)

：：丝二垫：4．丝二垫：
∥ ． 戈2—4俨
——一∥ 。

丑
。

3—2．上

4—1jL，设仁考∈(o，丢)，则筘4·
1-4／Y

2 戈 、 z 7

＼石／

呈二婴．进一步设。：3—2f∈(2，3)，则。：
1—4t2

、7 7 7

—j蔓一：——!一≥6+4、／丁．'-3且邓2+白一8 6一f。+旦1

仅当s=2、／丁∈(2，3)时取得等号，所以

3xg-2xy的最小值是6+4、／丁．

解法3：(恒等式法1)

设戈=抖了1，y={卜÷)，则有z=s戈2—
2xy=2f冉{1+6／>6+4、／丁，'-3且仅"-3￡=

、／虿时取得等号，所以3xz一戤y的最小值

是6+4、／2-．

解法4：(恒等式法2)

设咒=三,y=tan0，0∈(，了"ITY tanO 0 0"11¨设咒=—兰 ，∈I，——l，则
cosO ＼。 2厂

有z一3x2-2xy 4(3-sin0)．令f：3一sin0∈
cos铂

(2，3)，则cos20=1一(3一f)2=一t2+6t一8，z=

坐 ： 兰 ≥ 兰 ：6+4

一‘2+6‘一6一f抖旦1 6—4订
＼t／

、／丁．当且仅当￡-2、／丁∈(2，3)时取得

等号．所以3戈2-孰y的最小值是6+4、／f．

出于对数学简洁美的思考而发现

和获取解题思路．真正叫做“以美启

思”．再借助已有知识经验和审美直觉

确定解题的切入点．领略数学的精彩．

从而．让数学之美来提升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本题的以上解法之间存在着

或有或无的纽带．从而生成的解题方法

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进一步激起学生

的解题兴趣．激发他们探究的兴奋点．

激励他们努力探究下去．使他们获得成

功的体验．

总之．教师需善于运用数学美的精

髓启迪学生思维．使学生对数学之美有

更灵敏、更深刻的感受．使其思维进入最

佳时期．在解题中．学生善于从数学之

美入手．让灵感与逻辑思维齐头并进．

探寻到解决问题的入口．感受到创造数

学美的喜悦．体验成功的乐趣．这样一

来．他们的思维能力也能得以提高．同时

让学生得到愉悦而满足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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