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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数学三角函数解题技巧探究

●侯志强

　　

[摘要]在初中数学知识体系中,三角函数是重要的学习内容之一.学生应提高三角函数的解题能力,为后续

数学学习做好准备.本文首先分析了初中数学三角函数解题的难点;然后,探究了初中数学三角函数是解题

技巧,如角度解题法、直接代入法和换元解题法;最后,提出了提高学生三角函数解题能力的培养策略,包括

“关注数形结合,培养分析思维”“巩固学习基础,强化问题转换”“开展系统训练,培养应用能力”“化简为繁模

式,提高数学素养”.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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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中数学三角函数知识的特点是其具有一定的零散

性，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数学知识综合运用能力。

教师应在教学环节结合学生的认知能力，培养学生掌握较强

的三角函数解题技巧，以提高其三角函数知识学习能力。

初中数学三角函数解题难点

三角函数问题衍射至方方面面的数学知识，而且可以激

活学生数学学习潜能、塑造学生数学思维素养，培养其数学

思维能力。 三角函数虽隶属函数范畴，但其解题思路与普

通函数的解题模式存在较强的差异。 尤其对于余弦与正切

及正弦的转换，是学生难以突破的难点问题。 三角函数解

题涉及较为多元、复杂的数学信息，包括几何图形、解题思

想、计算公式等，还会涉及知识的迁移与转换，这都需要考

察学生的函数实现、转换意识及抽象思维。 因此，学生在

解决三角函数知识内容的过程中，很难把握重点内容，甚至

会出现解题误区。 尤其是刚接触初中三角函数知识的学

生，其在解题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困惑、疑虑等。

因此，教师需要将各类型相关三角函数的问题呈现给学生，

并鼓励其以构建、整合、归纳等方式突破三角函数解题

难点。

初中数学三角函数解题技巧探究

(一)角度解题法

角度解题法作为初中三角函数解题一种常见的手段，学

生理应掌握。 这种类型的解题方法大都会呈现出在正弦下

两个角的相应关系，要求学生将其的正切关系式进行证明，

或对其正切关系式进行求得。 在遇到这类问题的过程中，

学生应注意从整体角度的出发思考问题，并深度剖析条件与

结论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问题分析不难发现，结论中存在

一些角度间的关系，应以角度的方式进行解题。 在解题的

过程中，应相互转换条件中的角和结论中的角，确保题目的

条件与结论保持统一的状态。 在用角度解题法解决三角函

数问题的过程中，还应注意运用到弦切互化的方式。 只有

熟练掌握这一解题方式，才能灵活运用角度解题法。

例如，在教学“锐角三角形函数”相关知识时，教师应

先帮助学生理解余弦定义与正弦定义的关系，并结合边的关

系及每个边对应角的关系推导出正弦。 如按照三角形对边

关系分析，三角形中的长边为c、短边为a、b，由此得出c＞

b、a＞b；结合边的关系开展分析，每个边与之相对应的

角，其关系为∠c＞∠b、∠a＞∠b，由此可以推断出正弦

cosa＝１/２、sina＝a/c，其中的cosa代表的是c与b的关系，

而sina表示的是∠a与对应边c与a的关系。 若存在特殊

角，如等腰直角三角形，若cos３０°＝１/２，sin３０°＝ ３/２，

两个角分别为３０°、６０°，sin４５°＝cos４５°－ ２/２，反之cos６０°

＝１/２，sin６０°＝ ３/２。 结合上述边角关系进行分析，特殊

锐角的正弦值相关余弦值。

再例，已知∠B＝９０°－∠A，sinA＝１/２，那么，cosB的

值应为多少？ 可以根据正弦、余弦的转换关系进行分析，

∵cosB＝cos(９０°－A)＝sinA＝１/２，∴cosB＝１/２。 学生可

以在分析正弦及余弦定义的基础上，思考二者的转换关系，

帮助学生构建从一般到特殊，或从特殊到一般的解题思路，

确保学生能够运用正确的思路进行解题，凸显角度解题法的

应用效果。

(二)直接代入法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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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初中三角函数知识内容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通过直接代入 法解决数学问题，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

解题方式。 它是在掌握基本的三角函数公式的基础上，通

过理解题意后将公式直接代入以求出答案。 尤其可以在遇

到最小值或最大值问题的阶段，可以使用直接代入法解题。

使用直接代入法应关注其中三角函数的已知问题，在对题目

进行解答的过程中，需要结合题目开展分析，简化三角函数

的解题方法，并将其在其他函数问题中进行转换。

例如，在学习三角函数知识内容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

结合三角函数的定义对学生进行教学启发。 如某数学学习

小组的同学开展课外实践学习活动，需要测量一棵大树的高

度，从A点处开始测量，测得直立与地面的大树其顶端的仰

角c为３６°，再以水平方向向前行走６m，在大树脚下的底点

D处停下，斜面坡的比值为i＝１∶２．４，求大树CD的高度。

其中cos３６°≈０．８１，tan３６°≈０．７３，sin３６°≈０．５９。 教师可以

结合三角函数的性质启发学生思考，若 AE⊥BF于 F，那

么，BD＝FE＝６m，BF＝DF，可以设置BF＝xm，那么，AF

＝２．４m，在Rt△ABF中，可以根据勾股定理开展分析，再

套入公式直接解题。 通过解方程，可以得出 AF＝１２m，BF

＝DE＝５m。 因此，能够求得 AE 的长度，在 Rt△ACE
中，根据三角函数定理求得 CE的值。 解题过程为，作 AE
⊥BF与F，那么，BD＝FE＝６m，BF＝DE，由于斜坡 AB
的坡度为i＝１:２．４，因此，AF＝２．４BF，将BF设置为xm，

那么，AF＝２．４xm，在 Rt△ABF中，通过勾股定理可以解

决问题，并套入公式后求出x＝５，由于 AF＝１２m，BF＝DE

＝５m，因此，FE＋AF＝AE＝１８m。

再如，有一个建筑物，有一块标识在其顶端，将其设置

为CD，小茗在斜坡上对C的仰角进行测量，发现为４５°，沿

着斜坡向下走，在地面 A处对标识牌 D的仰角进行测量，

发现为６０°，斜坡 AB的坡角是已知的为３０°，AE＝AB＝

１０m，那么，请给出标识牌CD的高度。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学习过点B作CE⊥BN于点 N、过点

B作EA⊥BM 的延长线与点 M，在 Rt△ABM 中，∠BAM

＝３０°，AB＝１０m，因此，BM＝AB·sin∠BAM＝５m，BM

＝AB·sin∠BAM＝５m，AM＝AB·cos∠BAM＝５ ３m。

在Rt△ADE中，∠DAE＝６０°，AE＝１０m，因此，DE＝AE
·tan∠DAE＝１０m。 在 Rt△BCN中，∠CBN＝４５°，BN＝

AE＋AM＝(１０＋５ ３m)，所以，CN＝BN·tan∠CBN＝(１０

＋５ ３m)，所以，CD＝EN＋CN－DE＝１０＋５ ３＋５－１０ ３

＝１５－５ ３。 解决这一数学问题时，教师应启发学生在思

考数学问题后，可以通过套入公式的方式进行解题，以此提

高学生的三角函数知识学习效率，增强其对三角函数公式的

灵活运用能力。

(三)换元法解题

换元法解题是指用一个量代替另一个量进行解题，这能

够简化三角函数知识学习难度，提高学生的解题效率。 因

此，教师需要培养学生理解不同类型问题的能力，确保学生

可以突破三角函数的学习难点。 教师还应引导学生通过解

题来自主总结解题规律，以此了解问题的切入点，进而能够

顺利地解题。 在解题过程中，学生需要有清晰的解题思

路，应先在读题后简化问题的内容，以化简的方式解决问

题，并注意通过换元法的方式，将算式中的式子转化为最简

便的、能够利用的已知条件，再结合已知条件出发，通过适

宜的三角公式进行转换，将所求式子的值进行推导，继而同

时化简已知条件与求值式。 这种实用性较强的换元法解题

模式，能够帮助初中阶段的学生更好地学习三角函数知识。

例如，在学习求函数在某区间的值时，求函数最小正周

期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学会对函数的奇偶性

进行判断，进而求对称轴方程及对称中心，并了解y＝sinx
的图形与所给函数之间变换关系的问题，进而通过三角恒变

换公式转换函数解析式，成为y＝Asin(ωx＋ψ)的形式，在

对相应的结果进行求得即可。

提高学生三角函数解题能力的策略

(一)关注数形结合，培养分析思维

初中阶段三角函数知识学习的内容涵盖正弦定理、余弦

定理及勾股定理等内容。 培养学生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学习三角函数知识的基础。 数形结合问题的教学在于通

过图形的方式呈现数字问题，让学生能以更为直观的方式了

解问题的本质，并以本质层面对问题开展分析，以此提高学

生的三角函数问题分析能力。 在每次对学生开展教学引导

的过程中，教师都应提醒学生关注从图形化的角度分析三角

函数问题，让学生具有通过分析图形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

学生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

例如，在解决图形问题的过程中，如三角形 CDE 及

ABC均为等腰直角三角形，点N在AE的中点，点D、C、B
在同一条直线，CD＝２，BC＝６，对tan∠AEC＝BC/CD进

行求得。 教师可以启发学生根据已知数据自主画图，以此

让学生能够清晰地看到两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CDE和 ABC，

∠ABC＝∠CDE＝９０°，BC＝AB＝６，DE＝CD＝２，因此，

ED∥AB，tan∠AEC＝AC/CE，所以，BC/CD＝AC/CE，因

此，tan∠AEC＝CD/BC。

(二)巩固学习基础，强化问题转换

对三角形关系进行揭示的重要定理是正余弦定理，其能

直接解决三角函数相关的问题。 结合实际解题过程开展分

析，学生容易弄混概念，这是由于其对基础知识掌握缺乏精

细度，进而用错公式，打乱学习思路，导致原本简单的问题

变得复杂，这难以培养学生正确的解题思维。 因此，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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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从培养学生基本学习能力入手，帮助学生认知并熟悉更

多的解题方法，通过巩固基础学习内容，确保学生具有问题

转换的能力。

例如，在 Rt△ABC中，若tanA＝１/２，∠ACB＝９０°，

那么，sinB的值是多少？ 这是一道基础性的问题，教师可

以通过为学生讲述三角函数理论知识的方式启发学生学习，

这能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帮助学生构建体系化的学习氛

围，让学生在提高基础能力的同时，提升自身的学习效率。

教师可以启发学生思考，在Rt△ABC中，已知tanA＝１/２，

∠C＝９０°， 可 以 设 BC ＝ k， AC ＝２k， 那 么， AB＝

(２k)２＋k２＝ ５k，通过解题可知 sinB＝AC/AB＝２K

５k，通过解题可知答案为２ ５k。

(三)开展系统训练，培养应用能力

数学知识与生活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因此，教师可以

从生活角度为学生导入三角函数的知识内容，确保简化学习

难度，使学生能够高质量、高效率地学习。 同时，结合生

活内容启发学生思考，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

数学知识学习的自觉意识。 教师可以先为学生讲述三角函

数的理论知识，再引导学生开展第二课堂的实践学习，通过

实践学习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系统化的训练引导。 这项学习

能够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确保学生可以结合自身已有

的认知进行学习，以此培养其数学综合思维能力。

例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测量操场上旗杆的学习，若想

获得正确的答案，就需要关注直角三角形的应用问题、俯角

仰角问题、方向问题这三大基本要素。 比如，解直角三角

形的应用，需要对直角三角形进行构造，并对边及角的度数

进行测量，再对所需求得的物体长度及高度进行计算。 可

以通过抽象的方式，将实际问题以抽象的方式呈现，并构建

三角形。 结合已知条件选择通过边角关系或锐角三角函数

对直角三角形进行分析，在求得问题答案后，再回到实际问

题层面。 关于俯角、仰角及方向问题，应将水平线与视线

的关系厘清，并分析已知条件。 若图像中不存在直角三角

形，则应通过垂线或作高对直角三角形进行构造；对于方向

问题，应理解通过一个方向朝另一个旋转后获得相应的度

数。 还应结合题意对图形中各种角的关系进行解析，若在

直角三角形中并没有涵盖所给方向，则需要通过一个角的余

角知识或两条直线平行内错角相等的概念解决问题。

(四)化简为繁模式，提高数学素养

对于初中阶段的三角函数知识，教师应注意从培养学生

的数学核心素养入手。 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环节，以化简

为繁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数学解题能力。 初中数学三角函数

的知识内容逻辑性、复杂性均较强，也与现实生活有更为紧

密的关联，教师可以通过为学生构建体系化的三角函数知识

模式来帮助学生总结三角函数的知识内容，并注意将三角函

数的知识点进行串联。 教师还应注意启发学生从不同角度

思考三角函数问题，以此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

例如，三角函数与三角形知识内容关联性较强，也与其

他数学知识或多或少的存在一定的联系。 因此，教师可以

将线段、圆形、直径等知识内容导入课堂教学中，确保学生

能够根据更多熟悉的内容学习三角函数知识。 教师还应鼓

励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对与三角函数相关的数学问题进行练

习，帮助学生做好数学知识学习储备，以此间接提高学生的

三角函数理解能力。

结束语

教师需要结合生活实际对学生开展三角函数知识的教学

引导，这能简化学习难度，让学生从形象化的角度看待抽象

化的数学问题。 同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解三角函数的实

际应用价值，这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数学综

合能力的突破，增强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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