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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式证明中的一题多解的教学反思

在高三深入课堂研究中，我上了一节“不等式证明中的一题多解”的研讨课，

下面谈一下在备课、上课及课后的一些感受。

一、课前备课

高三的一轮复习是关键的一环，要给学生以怎样的要求和习惯的养成，必须

要有一个方向。我的思路是在复习旧知识的同时，要求学生掌握除了知识之外的

做题方法和做题技巧以及涉及到的数学思想，例如：数形结合、函数与方程的思

想、转化的思想等等。提倡发散性思维和聚合式思维。因此，在高三数学组讨论

下准备上一节，发散的课——不等式证明中的一题多解。在考虑到学生对不等式

的证明方法都已掌握的情况下，为了把握好与高考结合、与教材结合、讲练结合。

我设计了由高考题开始引入。因此，我给出了2007年辽宁省高考题：已知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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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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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高考试题的解答分析，渗透一个理念。高考试题的解答往往采用的多种角

度，但通常给出的答案以通解通法为主。这就要求我们在掌握通解通法的过程中

寻求发散。找到适合该题的多种解法，发散自己的思维。

在这个基础上，我设计了一些课本中的试题，以及课本试题的一些改编的小

题。要求学生进行独立的解答。在课堂上允许同学之间讨论。互相促进思维的发

散。

二、上课过程中

下午，第一节。我开始上课，在引课的过程中，学生表现出了对高考试题的

重视。由此，激发他们（她们）去发散的激情。在试题练习的过程中，学生比较

投入。这个过程，对于第一个试题，我要求学生进行板演。并进行试题的讲解。

他们的方法多样，并且有出乎想象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同学用的是柯西不等式，

简洁明了。在他给出柯西不等式的简单说明后，进行了运用，真是水到渠成。我

惊问，你怎么想到了柯西不等式呢？这个是我们没有学到的。他回答道：我比较

喜欢不等式选修教材。自己学习了一下。我给出了肯定，并指出在教材中没有出

现的定理和公式必须给出证明才可以应用。但，对他的自学给予鼓励。学习就是

要这样，不断的去探索和钻研。同学们给了他热烈的掌声。这个是在预设之外的。

在评价学生们不同方法的同时，指出了他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和书写不规范的地

方，并对好的给予了肯定。并且我对试题给出了一定的引申以此与高考试题协调。

例题和解法如下：

问题与练习一、设 Rba , ，且 1 ba ，求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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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方法一：函数法： a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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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左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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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左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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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当且仅当
2
1

 ba 时，取“”

方法二：（综合法）构造均值条件：（一）由 1 ba 可得 5)2()2(  ba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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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且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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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ba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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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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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2
25)2()2( 22  ba ，当且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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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时，取“”

方法三：等量代换：设 tbta 
2
1,

2
1

。代入 22 )2()2(  ba 中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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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且仅当 0t 时，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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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时，取“=”

方法四：几何意义： 22 )2()2(  ba 表示的几何意义是： )2,2(),,( BbaA 两点

间距离的平方.

而 ),( ba 满足： 1 ba 即在 1 ba 的直线上。

易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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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即垂线段最短。当且仅当

2
1

 ba 时，取“=”。

方法五：几何关系：设 222 )2()2( Rba  则当直线 1 ba

与 圆 222 )2()2( Rba  相 切 时 ， 最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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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如图：

引申：
2
25)41()( 22 

x
axay 与 2007 年辽宁省高考题对应。从而让学生体

验到小题也是很有用处的。能够折射到高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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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解法六：柯西不等式解法：

已知 niRbRa ii   ,,2,1,,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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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时，取等号。

应用：∵ 22222 ]1)2(1)2[()11]()2()2[(  ba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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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2( 22  ba 当且仅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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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时，取等号。）

问题与练习二、已知函数
21)( xxf  ，求证： ,)()( babfaf  其中 )( ba 

解：方法一：中值定理： ,)()( babfaf   1)(' xf

所以，即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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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f ，而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方法二：几何意义：如图：

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

方法三：做商（分子有理化）： ,)()( babfa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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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命题成立。

22 11 bababa 

方法四：
21 xy  为双曲线 122  xy 上半部分。渐近线为 xy 

如图：

所以，割线的斜率的绝对值小于 1.
方法五：分析法：平方：

22222 )(1122 bababa 

)1)(1()1( 22  baab （讨论）

121 222222  bababaab

)(0)( 2 baba  ∴原不等式成立。

这道题的处理上我采取了学生说解答思路，我简单书写和更正的设计思路。

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参与度。并且这个小题也是和高考试题对应的。这道题对应着



第 4 页 共 4 页

2009年和 2010年辽宁省的高考试题。

2009年试题：已知函数
1( )=
2

f x x 2 －ax+(a－1) ln x， 1a  。

（1）讨论函数 ( )f x 的单调性；w.w.w.k.s.5.u.c.o.m

（2）证明：若 5a  ，则对任意 x 1，x 2  (0, ) ，x 1  x 2 ，有 1 2

1 2

( ) ( ) 1f x f x
x x


 


。

2010年试题：已知函数 1ln)1()( 2  axxaxf

（I）讨论函数 )(xf 的单调性；

（II）设 1a .如果对任意 ),0(, 21 xx ， ||4)()(| 2121 xxxfxf  ，求 a的

取值范围。

三、课后研讨

课后，省教研员和数学组以及各校的来宾进行了研讨。

首先，我说明了一下课程的设计想法。我们知道高三的一轮复习以基础知识

掌握和训练为主。并进行一些适当的题型训练和思维的训练。我们认为，高三的

复习在侧重知识的同时还要侧重对思维的训练，近几年高考试题侧重考查了思维

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在设计本节课的时候，我们采用了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

力为主的一题多解，多解归一的想法。在尊重教材的同时贴近高考，以考高试题

进行引入，并进行讲解。让学生体会到小题制胜的重要意义。在做题的时候不要

轻视小题，以及题目的迁移。

其次，本组老师从三个结合：与高考结合、与教材结合、讲练结合。六个维

度：准确度、广度、深度、密度、效度、参与度。两个大的方面进行了研讨和点

评。并针对课堂的效果给了好评。

最后，省教研员宋明新进行了本节课的点评。一、形式比较好，能够体现高

考复习的立足点。二、互动比较好，学生能够广泛的参与。三、课外知识的处理

比较好，能够恰当的给予鼓励和点评。四、小结的梳理上要在给一些时间会更好

一些。五、学生构建知识系统和学习系统方面比较好。总体来说对本节课的目标

达成的比较好。希望能够继续进行研究、深入高三的复习。之后刘莉主任讲了高

考试题的答题策略。如何答高考试题是我们学生和老师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这方

面她给了我们很大的启迪。限于篇幅就不在赘述了。

通过上高三的研讨课，让我体会到教学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探讨。我会

继续研究和探索下去。为了，更高更好的目标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