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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恒等变换公式梳理与题目探究

我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上了一节沈阳市骨干教师展示课。下面就课前的准备

和课堂的教学情形，以及课后的教学反思进行一下总结。

由于我上的是高一下学期的课程。学生已经适应了高中的生活和学习。而且

课程的内容是人教 B版必修四的第三章《三角恒等变换》，公式的推导过程具有

系列性，能够对学生的核心素养进行锻炼和培养。所以，我这节课进行的是总结

式教学。讲授的内容是三角恒等变换整章的公式梳理和题目探究，以及方法思想

的总结。力图让学生在整体上对公式有一个把握。能够掌握公式的来龙去脉以及

推导思想。因此，我录制了公式推导的翻转视频。13 分钟的时间把三角恒等变

换章节的公式推导出来。让学生了解到这些公式的源头和彼此之间的关联。并给

出了整体的公式关系。力图使六项核心素养：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

数学直观、数学运算、数据分析在课堂中有所体现，其中的逻辑推理与数学运算

设计在课堂教学中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并且学生在推导公式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

意向不到的收获。

公式图谱如下：

下面就上课的例题选取如下：

1. 3sin( 20 ) 5sin( 80 )y x x     的最大值为，最小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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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
1sin( )

6 3
   ，则

2cos( 2 )
3
   __________。

3. 已知
5sin( )

4 13
   ，0

4
  ，求

cos2

cos( )
4


 

的值。

4. 已知 为锐角，若
4cos( )

6 5
   ，求 sin(2 )

12
  的值。

5. 某同学在一次研究性学习中发现，以下五个式子的值都等于同一个常数。

（1） 2 2sin 13 +cos 17 sin13 cos17   

（2） 2 2sin 15 +cos 15 sin15 cos15   

（3） 2 2sin 18 +cos 12 sin18 cos12   

（4） 2 2sin ( 18 )+cos 48 sin( 18 )cos 48      

（5） 2 2sin ( 25 )+cos 55 sin( 25 )cos55      

(Ⅰ）试从上述五个式子中选择一个，求出这个常数；

(Ⅱ) 根据（Ⅰ）的计算结果，将该同学的发现推广为三角恒等式，并证明你的

结论。

6. 求 4 cos50 tan 40  的值。

7. 设 ,a b是非零实数，且满足
sin cos 85 5 tan

15cos sin
5 5

a b

a b

 


 





，求

b
a
的值。

8. 设当 x  时，函数 ( ) sin 2cosf x x x  取得最大值，则 cos _______。

9. 已知
1sin sin
2

   ，cos cos 2   ，则cos( )  。

思考题：      2 2 2sin sin sinf          已知 ，其中、  是常数，且满

足  0 ，是否存在这样的、  ，使 )(f 是与 无关的定值.若存在，

求出  , 的值；若不存在，说明理由.

整个题单是从角、名、形的角度进行的设计。题目是之前就发给学生要求自

己做并且进行书写的。再一个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互相探讨求解过程。上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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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展现解题过程，把解答的思路和用到的公式技巧展现在大家面前。以及同组

内没有解答出的环节也展现出来，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遇到的困难的，以及你是如

何想到的？依据是什么？使得学生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思想方法都得以

体现。并且获得基本的活动经验。也就是课标要求的四项基本技能。

在课堂教学中，首先让学生课前观看了录制的公式推导视频，熟悉公式推导

梳理的过程。让学生对公式有了又一次的整体认识。之后进行常规的教学。让学

生进行题目的小组研讨，并且就题目的解答过程在多媒体上展示，讲解自己的解

答过程，以及用到的公式和方法技巧。把自己的思路展现给大家，再询问同组或

其他组还有其它方法吗？亦即对题目的不同角度分析和解答。在课程的进程中学

生的讨论和研讨都进行的比较顺利，并且出现了一题多解的局面。打开了大家对

公式技巧和方法的思考。使得学生能够深入思考应在哪个角度进行题目的思考和

处理。这时我对题目的处理和分类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与总结。让题目和思路更加

清晰化。脱离出公式的繁琐，让题目从大局观入手。即先定型，再定本（本质：

公式或思想方法）。

让做题得到一次本质的升华。并且对于题目的总结和反思可以在组为单位的形式

下进行。让学生更能认识到别人的处理与自我的不同，提升每个人获得的思维量。

这样就能提升每个学生的总结能力。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去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不断的试图让学生在四项基本能力和核心素养方面得到提升。并且，给学生

实践的机会。因此，对于题目 9进行了变形：

变形一、已知
1sin sin
2

   ，cos cos 2   ，求cos( ) + 的值。

变形二、已知
1sin sin
2

   ， cos cos m   ，求m的取值范围。

变形三、已知
12sin 3sin
2

   ， 2cos 3cos m   ，求m的取值范围。

变形四、已知
1sin sin
2

   ， cos cos m   ，求m的取值范围。

这些变形留了思考题给学生，使得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并且，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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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还能够小组去研讨，这有利于合作学习的展开。其中变形三、变形四的本质需

要认真的研究。有很大的难度和思维量。

最后，对整章的题目处理给出了从角、名、形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及“先

定型，后定本”的大局观处理。

课后，对本次教学的设计和教学的过程也进行了反思。在教学设计中要关注

到每一位学生，鼓励学生的发现以及处理角度的不同，提升学生的信心。并且让

教学更加的合理自然。让数学中体会人生哲理，人生中学会数学应用。

教学的路还有很长，我还要不断的尝试和摸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