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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纵观近年高考试题，结合各大主流联考试卷，
都呈现出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三角函数部分知识

内容的考查力 度 在 增 大．命 题 着 力 点 依 旧 是 对 于

三角函数图 象 性 质 和 三 角 函 数 恒 等 变 换 的 考 查．
具体包括其周期性、单调性、零点、最值、限定条件

下的正余弦定理、二倍角公式、诱导公式、合一公

式、面积公式等的考查．考查的知识内容越来越全

面，命题在深度和广度上一直在挖掘延伸，对学生

的思维能力要求逐年提高，整体正在从考查知识

向考查能力转变．
２　 高考数学三角函数内容实例分析

例１　（２０１９年 新 课 标 Ⅰ 卷 文 数 第７题）

ｔａｎ　２５５°＝（　　）．

Ａ．－２－槡３　　　Ｂ．－２　＋槡３
　　Ｃ．２　－槡３　 　　　Ｄ．２　＋槡３

解析　ｔａｎ　２５５°＝ｔａｎ（１８０°＋７５°）＝ｔａｎ　７５°＝

ｔａｎ（４５°＋３０°）＝２　＋槡３，选Ｄ．
例 ２　（２０１９ 年 新 课 标 Ⅰ 卷 文 数 第 １１

题）△ＡＢＣ的内角Ａ，Ｂ，Ｃ 的对边分别为ａ，ｂ，ｃ．

已知ａｓｉｎ　Ａ－ｂｓｉｎ　Ｂ＝４ｃｓｉｎ　Ｃ，ｃｏｓ　Ａ＝－
１
４
，则

ｂ
ｃ ＝

（　　）．

Ａ．６ Ｂ．５ Ｃ．４ Ｄ．３
解析　一方面由ａｓｉｎ　Ａ－ｂｓｉｎ　Ｂ＝４ｃｓｉｎ　Ｃ结

合正弦定理得：ａ２－ｂ２＝４ｃ２①，另一方面ｃｏｓ　Ａ＝

－
１
４＝

ｂ２＋ｃ２－ａ２

２ｂｃ ②，由 ①② 可以得到ｂ
ｃ ＝６

，

所以选Ａ．
例３　（２０２０年新课标Ⅲ卷理数第９题）已知

２ｔａｎθ－ｔａｎθ＋π４（ ）＝７，则ｔａｎθ＝（　　）．
Ａ．－２ Ｂ．－１ Ｃ．１ Ｄ．２

解析 　 由 ２ｔａｎθ －ｔａｎθ＋π４（ ）＝７，得

２ｔａｎθ－
ｔａｎθ＋１
１－ｔａｎθ＝

７，即２ｔａｎθ－２ｔａｎ２θ－

ｔａｎθ－１＝７－７ｔａｎθ，得２ｔａｎ２θ－８ｔａｎθ＋８＝
０，即ｔａｎ２θ－４ｔａｎθ＋４＝０，即（ｔａｎθ－２）２＝０，则
ｔａｎθ＝２，故选Ｄ．

评注 　 例１考查正切函数的周期与两角和

的展开式，需要将不熟悉的角度通过转化成熟悉

角度的组合的形式进行求解，属于考查纯积累公

式的题型，难度较小．广东高考年报（２０１９）［１］统计

结果显示：该 题 平 均 分２．４８，标 准 差２．５０，难 度

０．５０，区 分 度０．５８，其 中５７　６５２人 选 Ａ，占 比

１８．４７％，５９　３１３人选Ｂ，占比１９．００％，４０　０８１人

选 Ｃ，占 比 １２．８４％，１５　５１５６ 人 选 Ｄ，占 比

４９．７０％．通 过 上 述 数 据 不 难 得 出 一 个 惊 人 的 结

论：很多学生甚至不明白２５５°是第三 象 限 角，它

相应的正切值应该是正数．实际上选Ａ或Ｂ的同

学有３７．４７％，此 部 分 学 生 基 本 上 是 完 全 不 懂 三

角 函 数．另 外，基 于 正 切 函 数 的 单 调 性，显 然

ｔａｎ　２５５°＝ｔａｎ　７５°＞ｔａｎ　６０°＝槡３，故而只能选Ｄ．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研究）．

３　 几点思考与建议

（１）注重学生的探究过程

学生探究要重于教师讲授，教学中还需多留

一些时间和空间，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切身感受

和经历通过探究获得的成功感，感悟数学知识建

构的一般规律．
（２）关注学生的探究表述

教学中还需特别关注学生对探究或实验结果

的表述，帮助学生准确理解数学知识，消 解 困 惑．
“让学生学会求知”比“让学生掌握知识”更重要，
因而要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
把探究过程和参与过程表达出来．

（３）降低学生的理解抽象度

综合题中有时模型很多，模型和基本图形其

实是教学的总结，教学中应该淡化一些模型的提

炼和总结，而为了化解重难点，应多关注思维操作

上的困惑，利用类比等方法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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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２是典型的正余弦定理的混合应用，难度

中等．学生应掌握角化边的应用，计算中发现两个

方程有三个未知数，求解其中两个量的比例关系，
这实际上是高等数学里面ｎ元方程基础解系的三

元情况．这 与《普 通 高 中 数 学 课 程 标 准（２０１７年

版）》所提及 的 要 在 高 中 数 学 中 渗 透 高 等 数 学 思

想，考查学生进一步学习高等数学的潜力的初衷

高度吻合．广东高考年报（２０１９）统计结果显示：该
题平均分２．５０，标 准 差２．５０，难 度０．５０，区 分 度

０．７６，其中１５６　１０４人选Ａ，占比５０．０１％，５３　９２４
人 选 Ｂ，占 比 １７．２８％，５７　０８７ 人 选 Ｃ，占 比

１８．２９％，４５　０５１人选Ｄ，占比１４．４２％．对比例１、
例３，发现这两题与例２的得分大致一样，但从知

识难度层面来讲，此题的难度是大于例１、例３的，
因为这题的函数思维显然要求更高，造成这样的

实际结果，只能说明学生对正、余弦函数的熟悉程

度相较于正切函数而言更高，也说明学生的基础

知识掌握不扎实．
例４　（２０１９年新课标 Ⅰ 卷文数第１５题）函

数ｆ（ｘ）＝ｓｉｎ　２ｘ＋
３π
２（ ）－３ｃｏｓｘ 的 最 小 值

为 　　　．
解 析 　 由 三 角 函 数 诱 导 公 式 ｆ（ｘ）＝

ｓｉｎ　２ｘ＋
３π
２（ ）－３ｃｏｓ　ｘ＝－ｃｏｓ　２ｘ－３ｃｏｓ　ｘ，结

合二倍角公式ｆ（ｘ）可化为ｆ（ｘ）＝－（２ｃｏｓ２　ｘ－
１）－３ｃｏｓ　ｘ＝－２ｃｏｓ２　ｘ－３ｃｏｓ　ｘ＋１．再进行换

元，设ｔ＝ｃｏｓ　ｘ，其 中ｔ∈ ［－１，１］，构 造 函 数

ｇ（ｔ）＝－２ｔ　２－３ｔ＋１，ｔ∈［－１，１］．结合二次函数

图象易知ｇ（ｔ）ｍｉｎ＝－４．
评注 　 此题主要考查诱导公式，要求学生能

够将整个函数解析式转化成同名三角函数，再利

用二倍角公式进行角度上的化归，最后再结合换

元法的使用将此题转化成一个求二次函数的局部

函数图象的最 值 问 题．整 体 而 言 对 学 生 的 转 化 能

力要求较高，学生应熟练各部分之间的转化．广东

高考年报（２０１９）统计结果显示：样本数３１２　４６３，
平均 分０．９１，标 准 差１．９３，难 度０．１８，区 分 度

０．５１．从统计数据不难发现这道题的得分率极低，
然而从考查知识点的角度而言，难度不算大，只属

于中等稍难题，这说明学生解决多知识融合问题

的能力较弱，对很多知识无法进行整合、归纳，其

知识模块相互孤立，没有形成必要的合力．
例５　（２０１９年新课标 Ⅰ 卷理数第１１题）关

于函数ｆ（ｘ）＝ｓｉｎ｜ｘ｜＋｜ｓｉｎ　ｘ｜，有下列四个

结论：

①ｆ（ｘ）是偶函数；

②ｆ（ｘ）在区间 π
２
，π（ ）上单调递增；

③ｆ（ｘ）在［－π，π］上有４个零点；

④ｆ（ｘ）的最大值为２．
其中所有正确结论的编号是（　　）．
Ａ．①②④ Ｂ．②④ Ｃ．①④ Ｄ．①③
解析　由题意，显然有ｆ（ｘ）是个偶函数，所

以 ① 正确；当ｘ＝π２
时，ｆ（ｘ）取到最大值，且最

大值为２，④ 正确；当ｘ ∈
π
２
，π（ ）时，ｓｉｎ｜ｘ｜＞

０，ｓｉｎｘ ＞０，ｆ（ｘ）＝２ｓｉｎ　ｘ，显然在 π
２
，π（ ）上单

调递减，② 不正确；另外ｆ（０）＝０，根据偶函数的

性质在闭区间［－π，π］上的零点只 能 是 奇 数 个，
实际上就是３个零点．于是本题选Ｃ．

评注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为三角函 数 的 图

象性质，主要集中考查奇偶性、单调性、零点、对称

轴、最值等性质．随着高考开始考查多选 题，此 类

试题的考查频 率 极 有 可 能 越 来 越 高．广 东 高 考 年

报（２０１９）统 计 结 果 显 示：平 均 分３．７５，标 准 差

２．１７，难度０．７５，区分度０．５０，具体情况为：选 Ａ
３２　０７９人，占 比９．３６％，选 Ｂ　２９　７８６人，占 比

８．６９％，选 Ｃ　２５７　１５９人，占 比７５．０２％，选 Ｄ
２３　７５１人，占 比６．９３％．此 题 处 在 选 择 题 靠 后 位

置，理论上讲应该是难度偏大题型，实际上考生答

题比较理想，题干虽说有一些复杂，但是四个结论

相对简单，只要掌握好图象基本知识，想要做对其

实不难．
例 ６　（２０１９ 年 新 课 标 Ⅰ 卷 理 数 第 １１

题）△ＡＢＣ的内角Ａ，Ｂ，Ｃ 的对边分别为ａ，ｂ，ｃ．
设（ｓｉｎ　Ｂ－ｓｉｎ　Ｃ）２＝ｓｉｎ２　Ａ－ｓｉｎ　Ｂｓｉｎ　Ｃ．

（１）求Ａ；

（２）若槡２　ａ＋ｂ＝２ｃ，求ｓｉｎ　Ｃ．
解析 　（１）由（ｓｉｎ　Ｂ－ｓｉｎ　Ｃ）２＝ｓｉｎ２　Ａ －

ｓｉｎ　Ｂｓｉｎ　Ｃ，结合正弦定理得ｂ２＋ｃ２－ａ２＝ｂｃ．应

用余弦定理整理得ｃｏｓ　Ａ＝
１
２
，又因为Ａ ∈ （０，

π），所以Ａ＝π３．

（２）由（１）知Ｂ＋Ｃ＝
２π
３
，槡２　ａ＋ｂ＝２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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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槡２ｓｉｎπ３＋ｓｉｎ　Ｂ＝２ｓｉｎ
２π
３ －

Ｂ（ ）．
展 开 化 简 得 ｓｉｎ　Ｃ＋π３（ ）＝ 槡２２．又 Ｃ ∈

０，２π
３（ ）， 故 ｃｏｓ　Ｃ＋π３（ ）＝－ 槡２２，ｓｉｎ　Ｃ ＝

ｓｉｎ　 Ｃ＋π３（ ）－π３［ ］ ＝ ｓｉｎ　Ｃ＋π３（ ）ｃｏｓ π３ －

ｃｏｓ　Ｃ＋π３（ ）ｓｉｎπ３＝槡２　＋槡６４ ．

例７　（２０２０年 新 高 考 山 东 Ⅰ 卷 理 数 第１７

题）在①ａｃ　＝槡３，②ｃｓｉｎ　Ａ＝３，③ｃ　＝槡３ｂ这三个

条件中任选一个，补充在下面问题中，若问题中的

三角 形 存 在，求ｃ的 值；若 问 题 中 的 三 角 形 不 存

在，说明理由．
问题：是否存在△ＡＢＣ，它的内角Ａ，Ｂ，Ｃ的

对边 分 别 为ａ，ｂ，ｃ，且ｓｉｎ　Ａ　＝槡３ｓｉｎ　Ｂ，Ｃ ＝
π
６
，　　　？

注：如果选择多个条件分别解答，按第一个解

答计分．

解 　①ａｃ　＝槡３．△ＡＢＣ中，ｓｉｎ　Ａ＝槡３ｓｉｎ　Ｂ，

即ｂ　＝槡３３ａ
，由ａｃ　＝槡３，得ｃ　＝槡３ａ

，ｃｏｓ　Ｃ ＝

ａ２＋ｂ２＋ｃ２

２ａｂ ＝
ａ２＋

ａ２

３－
３
ａ２

槡２　３　ａ２
３

＝槡３２
，从而ａ＝槡３，

ｂ＝１，ｃ＝１．
②ｃｓｉｎ　Ａ＝３．△ＡＢＣ 中，ｃｓｉｎ　Ａ＝ａｓｉｎ　Ｃ＝

ａｓｉｎπ
６
，故ａ＝６．又ｓｉｎ　Ａ＝槡３ｓｉｎ　Ｂ，即ａ＝槡３ｂ，

故ｂ　＝ 槡２　３．

所以ｃｏｓ　Ｃ＝
ａ２＋ｂ２－ｃ２

２ａｂ ＝
３６＋１２－ｃ２

２×６　× 槡２　２
＝

槡３
２
，故ｃ　＝ 槡２　３．

③ｃ　＝槡３ｂ．因为ｓｉｎ　Ａ＝槡３ｓｉｎ　Ｂ，即ａ＝槡３ｂ，

又ｃ　＝槡３ｂ，则ｃｏｓ　Ｃ＝ａ
２＋ｂ２－ｃ２

２ａｂ ＝槡３６ ≠ｃｏｓ
π
６
，

与已知条件Ｃ＝π６
相矛盾，所以问题中的三角形

不存在．
评注　一方面，例６、例７都是正余弦定理的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能够运用正余弦定理进行有

效的角边互化，整体难度不大，对学生的知识能力

要求不高．在 计 算 中 可 能 出 现 多 种 情 况 的 条 件 下

利用内角和的隐含条件去除多余的情况，使得计

算在有约束的条件下进行，有利于考查学生思维

的严谨性．另外，例７是结构不良型问题，对 学 生

选择策略的考查实际为素养的考查，考查学生在

规定时间内根据已有知识作出妥善选择，选择最

好的方法来求解．广东高考年报（２０１９）对例６的

统计结果 显 示：平 均 分７．４２，标 准 差３．８６，难 度

０．６２，区分度０．７７．从以上数据可以发现学生的基

本思路较 清 晰，从 区 分 度 看，学 生 大 多 都 可 以 得

分，也说明对简单的题加以练习，可使多数学生掌

握，进而得分．
３　 三角函数一轮复习建议

（１）认真研读考纲与高考年报等核心指导文件

一轮复习事关整个复习效率的高低，甚至可

以说是一次彻底的大规模基础知识的回顾，该准

确把握哪些重点、哪些难点、哪些要求掌握、哪里

只要理解，都要根据指导性文件进行删选，确定重

点复习方向，做到有的放矢．而每一年的高考学生

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基于高

考年报的统计数据基本是在一轮复习中后期才会

发布出来的客观实际情况（一线教师很难在教育

考试院改完卷立马拿到数据），教师可以参考前一

年的知识点，充分利用身边可用的教研资源，争取

拿到与全国同时期最新的权威高考模拟试题，以

便在复习中进行权衡、综合研判．
（２）复习过程切实做到回归课本

教材是什么？教材是学生学习新知识的最本

原的载体．近些年教师圈出现了一个怪象，复习只

用一本参考书 而 完 全 不 用 教 材．这 样 做 实 际 上 与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的指导精

神背道而驰．事实证明，高考越来越重视教材的地

位和作用．２０１９年全国 Ⅰ 卷三角函数模块的所有

试题似乎都谈不上很难，但少有人清晰地意识到

有不少试题其实来自于教材母题的演变，例如理

科第１７题的母型就是人教版高中数学必修１教

材第１８页的第３题．
（３）复习中注重基础思维的训练

数学究竟考什么？笔者认为是考查学生运用

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解决问题效率的高低，甚

至能 不能解决问题最主要的还是思维的问题，像

（下转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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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核心素养的培养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落地生根．
本节章起始课通过问题情境使教学内容问题

化，通过对图形的观察、动手实验、计算推理、合作

交流等教学活动使教学过程探索化．
４．３　在章起始课教学中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提

升核心素养

章起始课 综 合 性 强、知 识 跨 度 大、思 维 要 求

高，是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并提升核心素养的良

机．我们要充 分 利 用 章 起 始 课 发 展 学 生 的 高 阶 思

维，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４．４　本节章 起 始 课 对 本 章 内 容 的 学 习 奠 定 了 知

识的基础，提供了方法的引领

本节章起始课对本章内容的学习奠定了知识

的基础和方法的引领，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为全章内容的学习奠定了知识基础．在本

节章起始课中，首先通过金字塔高度的测量问题

使学生认识学习相似的必要性（为什么学），归纳、
抽象得出相似 形 的 概 念．接 着 通 过 对 不 同 图 形 的

观察，发 现 相 似 图 形 的 基 本 特 征，再 通 过 实 验 操

作，借助学生已有的方法经验，在认知冲突中让学

生不断丰富对“相似”的整体认识，把握“相似”的

数学本质（学什么），使学生从宏观上整体、系统地

认知本章内容，为进一步研究相似形的性质和判

定奠定知识基础．
（２）为全章内容的学习提供了方法的引领．在

本节章起始课中，当学生初步理解了相似形的概

念后，紧接着让学生根据已有基本活动经验类比

全等的知识结构，自己预设建构相似形的知识结

构和研究方法 框 架（如 何 学）．类 比 全 等 三 角 形 的

性质定理和判定定理，猜想相似三角形的性质定

理和判定定理，为后面具体探究相似形的判定和

性质定理埋下伏笔．通过类比学习促进了知识、能

力、方法的迁移，帮助学生积累数学学习的基本活

动经验，为全章内容的学习提供了方法的引领．
总之，本节章起始课在探索学习过程 中 让 学

生体会类比 的 数 学 思 想，使 学 生 经 历 从“为 什 么

学”到“学什么”再到“如何学”的过程，使学生整体

把握本章内容和结构框架、研究方法并形成自己

的研究思路，为本章内容的学习做好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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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函数这块内容应注重化归与转化思想、分类

讨论思想、数形结合思想、函数与方程思 想 等．这
些思维能力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是日积月累

慢慢形成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教师在

日常教学中一定要重视思维训练．
（４）复习中注重基础套路与变式教学相结合

三角函数模块的内容考查频率高，很 多 题 可

以说在平时训练中都见过甚至做过类似的题型，

因此基础知识 的 积 累 就 十 分 有 必 要 了．一 方 面 不

必过于追求所谓的高难度题型，另一方面对于常

规题型的解答套路，仍有必要渗透给学生，因为任

何难题本质上都是若干问题的组合，基础知识的

传授和常见套路的讲解是有必要的．另外，现在的

高考题型多变，教师要注意到多模块知识的融合

与串联，多多思考不变本质的变式教学．

（５）严抓书写与格式，养成规范好习惯

从广东高考年报和实际教学、批改试 卷 和 作

业的过程中，都反映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学生

经常出现自以为是的情况，在书写答案过程中肆

无忌惮地跳步，有时甚至并未通过书写呈现自己

的主干思维过程，或者因为急于求成而将一些重

要信息遗漏以 至 影 响 最 后 的 答 案．例 如 换 元 后 不

书写新变 量 的 定 义 域 很 可 能 造 成 最 后 结 果 的 错

误．这从侧面 要 求 教 师 在 日 常 教 学 过 程 中 切 不 可

只讲思路，而不注重对整体解答过程的板书，长此

以往易使学生书写混乱，导致出现不必要的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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