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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学 法法 点点 拨拨

 1.加深对数学与实践关系的认识

三角函数、向量都是刻画现实世界某些现象的重要数学模型.周期变化现象在现实中

大量存在,如音乐的旋律、波浪、昼夜的交替、潮汐、钟摆的运动、交流电等,这些现象都可

以用三角函数来描述.实际上,三角函数的产生、发展与解决具有周期性变化规律的问
﹏﹏﹏﹏﹏﹏﹏﹏﹏﹏﹏

题的

需要密切相关.力、速度、位移等也是实际生活中所常见的,它们是向量的实际背景,也是向

量描述的对象.因此,三角函数、向量的学习能使大家加深认识数学与实践的紧密联
﹏﹏﹏﹏﹏﹏﹏﹏﹏﹏﹏﹏﹏﹏﹏﹏

系,通
过用三角函数、向量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体会数学的作用和价值,学习用数学的观

﹏﹏﹏﹏﹏﹏
点看待

和处理日常生活以及其他学科的问题的方法.
 2.认识数学内容的联系性,学习数学研究的方法

三角函数与《数学1》中的函数概念有着特殊与一
﹏﹏﹏﹏﹏﹏

般的关系,三角函数的研究以一般函

数概念及其研究方法为指导,同时三角函数的学习可以加深对函数概念的理解.三角函数

及其性质与圆及其性质有着直接的联系,三角函数的研究很好地体现了数形结合思
﹏﹏﹏﹏﹏﹏﹏

想.在
三角函数的研究中,借助单位圆进行几何直

﹏﹏﹏﹏
观分析是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且这也是学会数

形结合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好机会.
向量既是代数的对象,又是几何的对象,它是沟通代数、几何及三角函数的桥

﹏﹏﹏﹏﹏﹏﹏﹏﹏﹏﹏﹏﹏﹏﹏﹏
梁.向量

是处理数学及现实问题的有效工具.在本模块中,在向量之后安排三角恒等变换,让大家经

历用向量工具推导两角差的余弦公
﹏﹏﹏﹏﹏﹏﹏﹏﹏﹏﹏﹏﹏﹏﹏﹏﹏

式的过程,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体会向量的这种作

用,进而使大家体会向量与三角函数的联系、数与形的联系等.
总之,通过本模块的学习,大家可以从三角函数及其性质与圆及其性质的联系,向量与

代数、几何以及三角函数的联系,和(差)公式及倍角公式之间的联系等,体会不同数学知
﹏﹏﹏﹏﹏﹏﹏

识

在内容与方法上的联系
﹏﹏﹏﹏﹏﹏﹏﹏﹏﹏﹏﹏

性,学习数学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3.发展运算能力和推理能力

作为代数对象,向量可以进行运算.大家已经熟悉数与式的运算,这里又将运算发展到

向量运算,这是运算的一次飞跃.
与代数恒等变换一样,三角恒等变换也是“只变其形不变其质”的,变换的目的在于揭

示那些形式不同但实质相同的三角函数式的内在联系,通过简化三角函数式的表现形式
﹏﹏﹏﹏﹏﹏﹏﹏﹏﹏﹏﹏﹏﹏﹏

而

认识其本
﹏﹏﹏﹏﹏

质.在三角恒等变换中,大家可以通过探求和(差)角公式、倍角公式,以及运用这

些公式推导和差化积、积化和差、半角公式等的实践,学习怎样预测变换目标、选择变换、设
计变换途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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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一章章  三三角角函函数数

 本章学习先知
先行一步,步步先行

内内容容概概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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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函数是描述客观世界中周期性变化规律的重要数学模型,在数学和其他领域中具

有重要作用,它是高中阶段学习的又一类重要的基本初等函数.在本章中,首先引进任意角

的概念,通过弧度制,使得角与实数建立了一一对应关系.借助单位圆理解任意角的三角函

数的定义,根据三角函数的定义推导同角三角函数关系式和诱导公式,它们是三角恒等变

换的重要基础,在求值、化简三角函数式和证明三角恒等式等问题中经常用到.然后以三角

函数线为工具,作出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的图象,介绍用“五点法”作其图象的方法,借助图

象归纳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性质,进而研究函数y=Asin(ωx+φ)与y=sinx 图象的关

系,简要地介绍正切函数的图象和性质.最后通过实例,用三角函数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

题,体会三角函数是描绘周期性变化现象的重要函数模型.

《《课课程程标标准准》》要要求求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任
意
角
、
弧
度

  了解任意角

的概念和弧度制,

能进行弧度与角

度的互化.

  1.从实际问题情境中认识角的概念推广的必要性,知道正角、负

角和零角的概念.

  2.初步学会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讨论任意角,并能熟练写出与

已知角终边相同的角的集合.

  3.了解弧度也是一种度量角的单位,能够进行弧度制和角度制

的互化.

  4.能运用角度制和弧度制下扇形的弧长公式和面积公式进行简

单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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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三
角
函
数

  1.借助单位圆

理解任意角的三角

函数(正弦、余弦、正

切)的定义.

  1.理解利用单位圆定义任意角的三角函数(正弦、余弦、正切)的

意义,能根据角的终边上任意一点的坐标求出这个角的正弦、余弦和

正切值.熟记特殊角的正弦、余弦、正切值.

  2.根据定义理解“终边相同的角的同一三角函数值相等”,并利

用这个结论,把求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值转化为求0~2π角的三角函

数值.

  3.会根据三角函数的定义判断正弦、余弦、正切函数值在各个象

限的符号.

  4.能利用与单位圆有关的有向线段将任意角的正弦、余弦、正切

函数值用几何形式表示.

  2.借助单位圆

中的三角函数线推导

出诱导公式 π
2±α

æ

è
ç ,

 
 π±α

的正弦、余弦、

正切 ö
ø
÷

 
,能画出y=

sinx,y=cosx,y=

tanx的图象,了解三

角函数的周期性.

  1.利用单位圆的对称性和三角函数的定义探究π±α,π
2±α

的

正弦、余弦、正切与α的相应三角函数之间的关系,揭示诱导公式的

本质.

  2.能利用诱导公式将任意角的三角函数转化为锐角的三角函

数,体现化归思想.

  3.能利用诱导公式进行简单三角函数式的求值、化简和证明.

  4.通过实例直观感知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图象,在此基础上利

用正弦线作出正弦函数的图象,再以正弦函数的图象为基础,利用诱

导公式,通过图形变换得到余弦函数的图象.能用“五点法”作出简单

函数的图象.

  5.能利用正切线作出正切函数的图象,并能够分析它与正弦函

数、余弦函数图象的联系与区别.

  6.通过分析三种函数的图象特征,初步认识正弦函数、余弦函数

和正切函数是周期函数,体会三角函数是刻画周期现象的重要模型,

并了解周期函数的有关概念.

  7.会根据周期函数的定义,求形如y=Asin(ωx+φ),y=Acos(ωx+

φ),y=Atan(ωx+φ)的函数的周期,通过观察周期与自变量的系数

的关系,归纳得出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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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三
角
函
数

  3.借助图象

理解正弦函数、余

弦函数在[0,2π]

上,正 切 函 数 在

-π2
,πæ

è
ç

ö

ø
÷

2
上 的

性质(如单调性、

最大值和最小值、

图象与x 轴的交

点等).

  1.能根据图象感知函数y=sinx,y=cosx,y=tanx的单调性,并

能写出它们的单调区间.会求形如y=Asin(ωx+φ),y=Acos(ωx+

φ),y=Atan(ωx+φ)的函数的单调区间.能利用函数y=sinx,y=

cosx,y=tanx的单调性比较三角函数值的大小.

  2.能借助y=sinx,y=cosx的图象得出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会

求形如y=Asin(ωx+φ),y=Acos(ωx+φ)的函数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

  3.会求形如y=Asin(ωx+φ),y=Acos(ωx+φ),y=Atan(ωx+φ)

的函数图象与x轴的交点坐标.

  4.了解正弦函数、余弦函数和正切函数的奇偶性,能判断简单函

数的奇偶性,能利用奇偶性的概念解决简单问题.

  5.利用函数图象的直观性,通过观察图象获得对函数性质的认

识,强化数形结合的思想,这是研究数学问题的常用方法.
  4.理解同角

三角函数的基本

关系式:

sin2x+cos2x=1,

sinx
cosx=tanx.

  1.经历由三角函数的定义获取同角三角函数(sinx,cosx,tanx)

两个基本关系式的过程.

  2.能利用基本关系式由sinx,cosx,tanx 中某一个值求出其余

两个值.

  3.会利用基本关系式证明简单的三角恒等式,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提炼基本方法.

  5.结合具体实

例了解y=Asin(ωx

+φ)的实际意义;能

借助计算器或计算机

画 出 y =

Asin(ωx+φ)的图象,

观察参数A,ω,φ对

函数图象变化的

影响.

  1.能用“五点法”作出函数y=Asin(ωx+φ)的简图.

  2.会利用计算器或计算机分别作出y=Asinx 与y=sinx,y=

sinωx与y=sinx,y=sin(x+φ)与y=sinx 的图象,认识A,ω,φ对

函数y=Asin(ωx+φ)的图象变化的影响,能够用语言描述从y=

sinx的图象经过图象变换得到y=Asin(ωx+φ)的图象的具体

过程.

  3.引导学生运用类比的方法探究函数y=Acos(ωx+φ)的图

象,研究图象变换的规律和用“五点法”作图的关键.

  6.会用三角

函数解决一些简

单的实际问题,体

会三角函数是描

述周期性变化现

象 的 重 要 函 数

模型.

  1.根据学生的生活经验,创设丰富的情境,使学生体会三角函数

的模型作用.

  2.能从周期性变化的实际问题中建立与三角函数有关的数学模

型,并能利用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有些实际问题需要通过观察散

点图并进行函数拟合而建立具体的函数模型,进而应用它解决实际

问题,体现数学知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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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法法指指导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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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函数是中学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基础主要是几何中的相似和圆,它的研究

方法主要是代数中的式子变形和图形分析,它的研究已经初步把几何与代数联系起来了.
高等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测量学及其他各种应用学科,都要经常用到三角函数及其性质.
 1.注重模型思想

本章的学习要始终突出三角函数作为描述周期性变化规律的数学模
﹏﹏﹏﹏﹏﹏﹏﹏﹏﹏﹏﹏﹏﹏﹏

型这一本质,即通

过现实世界的周期现象,在大家充分感受引入三角函数必要性的基础上,学习三角函数的

概念,研究三角函数的基本性质,并用三角函数的基础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2.用联系的观点学习新知识

在讨论三角函数及其性质时,大家要注意用《数学1》中获得的函数概念及其思想方法

作指导,与自己在《数学1》中建立的关于函数性质的已有经验联系起
﹏﹏﹏﹏﹏﹏﹏﹏﹏

来,这对大家把握三

角函数基本性质的讨论方向是非常有用的.正弦、余弦、正切函数是基本的三角函数,要
﹏﹏﹏﹏﹏﹏﹏﹏﹏﹏﹏﹏﹏﹏﹏﹏﹏﹏﹏﹏﹏

熟

练掌握其图象和性质(定义域、值域、最大值、最小值、周期性、单调性、奇偶性等
﹏﹏﹏﹏﹏﹏﹏﹏﹏﹏﹏﹏﹏﹏﹏﹏﹏﹏﹏﹏﹏﹏﹏﹏﹏﹏﹏﹏﹏﹏﹏﹏﹏﹏﹏﹏﹏

),从而达到

灵活应用的目的.
 3.在运用中强化对公式的理解

本章三角公式较多,对学过的公式要做到真正理解、记准、记熟、用活;解决问题究竟使

用哪一个(或哪几个)公式,要抓住问题的实质,善于联想.在熟练掌握概念、公式的基础上,
要不断地总结解题规律、变形的方法与技巧,提高综合解答问题的能

﹏﹏﹏﹏﹏﹏﹏﹏﹏﹏﹏﹏
力.

 1.1 任意角和弧度制  

  第一学时 任意角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引领目标
导入问题,直指学时重点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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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买了一块手表,手表的时间比标

准时间快10分钟,应如何校准? 如果是慢

10分钟,又应如何校准?

还有我们熟悉的体操运动员旋转的

角度、自行车车轮旋转的角度、螺丝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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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的角度等等,应该怎样理解这些角

度? 挂在墙上的钟表、戴在腕上的手表,

更是为我们展示了角的形象.

 
那么数学上是如何刻画角的呢? 将

要学习的知识与我们在小学和初中学习

的知识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1.我们在初中和小学学过有关角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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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个作家,这是比当百万富豪更好的事,因为这是一份神圣的工作。

义:具有公共端点的两条射线组成的图形叫

做角.这个公共端点叫做角的顶点,这两条射

线叫做角的两条边.一个角可以看作平面内

一条射线绕着它的端点从一个位置旋转到另

一个位置所形成的图形.所旋转射线的端点

叫做角的顶点,开始位置的射线叫做角的始

边,终止位置的射线叫做角的终边.

 2.在初中和小学,我们将角分为锐角、

直角、钝角、平角、周角等几种.

 3.我们还学习了两个角的关系:

余角和补角:若两角之和为90°,则两角

互为余角;若两角之和为180°,则两角互为

补角.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初探问题
尊重认知规律,亲历感悟知识生成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问题一

  什么是任意角?

请阅读教材p2、p3“探究”栏目之前的内

容,完成教材p2“思考”中的问题,思考并回

答下列问题:

 1.角的概念中关键的动词是“旋转”,据

此举出一些旋转超过一周的例子.

 2.根据旋转方向的不同,角可以分为哪

几类? 分别是什么? 这种分类类比了什么?

 3.在直角坐标系中研究角,其顶点和始

边的位置是如何规定的? 根据其终边位置的

不同,又可以把角分为哪几类?

 问题二

  如何表示终边相同的角?

阅读教材p3“探究”栏目至p4例1之前

的内容,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所有与角α终边相同的角,连同角α
在内,怎样用一个式子表示出来?

 2.请大家分别写出第一、二、三、四象限

角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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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三

  任意角有哪些方面的应用?

阅读教材p4、p5的有关内容,自主完成

教材例1、例2、例3,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在例1中,你是如何找到129°48′
角的?

 2.类比教材例2,写出满足下列条件的

角的集合.
(1)终边在x轴上的角的集合M;

(2)终边在坐标轴上的角的集合N.

 3.教材例2中的集合S 与上个问题中

的集合M,N 间有何关系?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在直角坐标系中作出下面各角,并指

出它们是第几象限角.
(1)240°;     (2)-60°;

(3)420°; (4)-230°.

2.在下图中,

(1)α=    ;

(2)β=    .

3.与35°角终边相同的角是 (  )

A.-45°+k·360°,k Z

B.-325°+k·360°,k Z

C.325°+k·360°,k Z

D.35°+(2k+1)·180°,k Z

4.钟表经过10分钟,分针转了多少度?

若将钟表拨慢10分钟,则分针转了多少度?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发展创新思维,形成主动探究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问题四

  如何求终边在某条直线上的角的集合?

 1.教材例2与例3都是求终边在某条

直线上的角的集合,在解法上有何异同?

 2.归纳求终边在某条直线上的角的集

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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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成功者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每天精力充沛地努力工作,不虚掷光阴。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五

  研究终边相同的角体现了什么数学思想

方法?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在-720°~720°之间,写出与

80°角终边相同的角的集合S.
指导要求:所有与角α终边相同的角,连

同角α在内,可构成一个什么集合? 在此集

合中取合适的k值,使角在-720°~720°之

间.解答此类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如何求出

满足条件的k值? 此题型为在某范围内求与

已知角α终边相同的角.

 展题2 把1230°,-3290°写成k·360°

+α(其中0°≤α<360°,k Z)的形式.
指导要求:用所给角除以360°,将余数

作α即可求得.一般地,化角β为k·360°+α
(k Z)的形式时,可由β除以360°来确定k
及α的值.当角β为正角时,除以360°,按通

常除法进行;当角β为负角时,除以360°,商

是负数应当怎么办?

 展题3 写出终边在直线y=-x 上的

角的集合S.
指导要求:在0°~360°范围内,终边在直

线y=-x上的角有哪些? 如何写出与这些

角的终边相同的角的集合? 如何求这些集合

的并集?

  归归纳纳总总结结

请根据自己对本学时内容的学习和体

会,通过“知识结构树”“思维导图”“表格比

较”或“学习报告”等方式将你和你们小组的

成果及时记录下来,以便和别的小组进一步

交流研讨.
在总结过程中,请从知识及其联系、经

验、方法等方面予以梳理.
下面是一位同学的整理,你有更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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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分级设题,精选精练

  分分层层演演练练

A.基础巩固

1.下列角中终边与330°角相同的是

(  )

A.30°     B.-30°

C.630° D.-630°

2.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第二象限角为钝角

B.第三象限角必大于第二象限角

C.-831°角是第二象限角

D.-95°20′,984°40′,264°40′角是终边

相同的角

3.与-490°角终边相同的角的集合是

           ,它们是第   
象限角,其中最小的正角是    ,最大的

负角是    .

4.如图所示,终边落在阴影部分(含边

界)的角的集合是           

      .

B.能力提升

5.把-1485°转化为α+k·360°(0°≤

α<360°,k Z)的形式是 (  )

A.45°-4×360°

B.-45°-4×360°

C.-45°-5×360°

D.315°-5×360°

6.设E={x|x是小于90°的角},F={x

|x是锐角},G={x|x是第一象限角},M={x

|x是小于90°但不小于0°的角},那么有

(  )

A.F⫋G⫋E    B.F⫋E⫋G
C.M⫋(E∩G) D.(E∩G)∩M=F

7.写出在-720°~720°之间与-1068°
角终边相同的角的集合:        

      .

8.(1)已知角α=45°,在区间[-720°,

0°]内找出所有与角α有相同终边的角β.

(2)集合 M= x x=k
2
·180°+45°{ ,

 
 k }Z ,N= x x=k

4
·180°+45°,k }{ Z ,

那么两集合间的关系是什么?

C.拓展创新

9.若α是第二象限角,则2α,α2
分别是

第几象限角?

10.小明自上午8点整上学到中午11点

40分放学,时钟的时针和分针各转了多少

度? 上午8点整和中午11点40分两针所成

的最小正角各是多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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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成功的秘诀是,当机会来到时,立刻抓住它。

11.如图所示,写出顶点在原点,始边重

合于x轴的非负半轴,终边落在阴影部分内

的角的集合.

(1)
  

(2)

  (3)

12.如图所示,半径为1的圆的圆心位于

坐标原点,点P 从点A(1,0)出发,以逆时针

方向沿单位圆周匀速旋转.已知P 在1秒钟

内转过的角度为θ(0°<θ<180°),经过2秒

钟到达第三象限,经过14秒钟后又恰好回到

出发点A,求θ的值.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1.本学时大家学习了哪些新知识? 大

家是怎样获得这些新知识的?

 2.通过本学时的学习,大家学到了哪些

数学方法?

除此之外,同学们还有哪些疑问?

  第二学时 弧度制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引领目标
导入问题,直指学时重点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用古代度量时间的一种仪器———

日晷,或者现代普遍使用的钟表都可以

测量时间.实际上我们使用的钟表是用

时针、分针和秒针角度的变化来确定时

间的.在初中,我们已经学过利用角度来

度量角的大小,现在我们来学习另一种

角的度量方法———弧度制.

学习弧度制有什么用呢? 如何进行

角度与弧度的换算呢?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1.测量人的身高常用米、厘米为单位进

行度量,这两种度量单位是怎样换算的? 家

庭购买水果常用千克、斤为单位进行度量,这

两种度量单位是怎样换算的?

 2.我 们 在 初 中 学 习 的 弧 长 公 式 是

l=nπr180
,扇形的面积公式是S=nπr2

360
(其中

r是半径,l是弧长,n°(0<n<360)为圆心角

的度数,S是扇形的面积).

 3.度是用以度量角的单位,符号为°.将

一周角分为360等份,每份定义为1度(1°).
采用“360”这个数字,是因为它容易被整除.

360除了1和自己,还有22个真因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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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7以外从2到10的数字,所以很多特殊角

的角度都是整数.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初探问题
尊重认知规律,亲历感悟知识生成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问题一

  什么是1弧度的角?

请阅读教材p6的有关内容,完成“探究”

栏目中的表格,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1度的角与1弧度的角是怎样定义

的? 这两种定义都与圆有关系,你能明白其

中的道理吗?

 2.如果半径为r的圆的圆心角α所对弧

的长为l,那么角α的弧度数的绝对值是多

少?α的正负怎样确定?

 问题二

  弧度制与角度制是如何互化的?

阅读教材p7、p8例3之前的内容,思考

并回答下列问题:

 1.角度制与弧度制换算的依据是什么?

 2.如何将角度转换成弧度? 换算的公

式是什么?

 3.如何将弧度转换成角度? 换算的公

式是什么?

 4.记忆特殊角的度数与对应的弧度数:

度

弧度

 问题三

  用弧度制来度量角有什么优势?

阅读教材p8、p9的有关内容,自主完成

教材例3、例4,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弧度制下的弧长公式、扇形的面积公

式分别是什么?

 2.比较角度制和弧度制下的弧长公式

和扇形的面积公式,在结构上哪种更简单?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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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人费心将是消磨时光,能人费尽心机利用时间 。

1.将分针拨快15min,则分针转过的弧度数是

(  )

A.-π3  B.
π
3  C.-

π
2  D.

π
2

2.已知α=1690°,试把α表示成2kπ+

β的形式,其中k Z,β [0,2π).

3.分别用角度和弧度表示满足下列条件

的角的集合.
(1)第一象限角;

(2)锐角;

(3)小于90°的角;

(4)终边与π
6

角的终边关于y 轴对称

的角;

(5)终边在直线y=x上的角.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发展创新思维,形成主动探究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问题四

  怎样正确理解1弧度的角?

 1.弧度是度量角的大小的单位,1弧度

的角的大小与什么有关系,与什么无关?

 2.角α的弧度数是实数,这样就与什么

达到了统一,从而方便运算?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五

  我们学习了角度制和弧度制下的弧长公

式、扇形的面积公式,在计算中如何合理选择

公式?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选择题:

(1)下列各命题中,真命题是 (  )

A.1弧度的角是1°的圆心角所对的弧

B.1弧度的角是长度为半径的弧

C.1弧度的角是1°的弧与1°的角的和

D.1弧度的角是长度等于半径长的弧所

对的圆心角,它是角的一种度量单位

(2)若圆的半径变为原来的2倍,而弧长

也增大到原来的2倍,则 (  )

A.扇形的面积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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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扇形的圆心角不变

C.扇形的面积增大到原来的2倍

D.扇形的圆心角增大到原来的2倍

指导要求:本题考查弧度制下,角的度量

单位:1弧度的角的概念.请回忆1弧度是如

何定义的? 在此基础上明确:当角α的大小

一定时,不论这个角所对的圆弧的半径是多

少,弧长与半径的比值总是一个定值,它仅与

圆心角的大小有关.

 展题2 (1)把3π5rad
化成角度;

(2)把112°30′化成弧度.
指导要求:正确运用角度与弧度的互化

关系.如果将弧度化成角度,如何进行? 将角

度化成弧度,又如何进行?

 展题3 在直径为20cm的圆中,求下列

各圆心角所对的弧长.

(1)4π3
; (2)165°.

指导要求:弧度制下的弧长公式是什么?

在应用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展题4 如图,已知扇形AOB 的周长是

6cm,该扇形的圆心角是1弧度,求该扇形

的面积.

指导要求:扇形的周长和扇形的圆心角

的弧度数公式分别是什么? 据此是否可以列

出方程组,解出半径和弧长?

  归归纳纳总总结结

请根据自己对本学时内容的学习和体

会,通过“知识结构树”“思维导图”“表格比

较”或“学习报告”等方式将你和你们小组的

成果及时记录下来,以便和别的小组进一步

交流研讨.
在总结过程中,请从知识及其联系、经

验、方法等方面予以梳理.
下面是一位同学的整理,你还有更好的吗?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分级设题,精选精练

  分分层层演演练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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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一笔贷款,即使守信用的借贷者也还不起 。

A.基础巩固

1.在半径不相等的两个圆内,1弧度的圆心角

(  )

A.所对的弧长相等

B.所对的弦长相等

C.所对的弧长等于各自的半径

D.所对的弦长等于各自的半径

2.一钟表的分针长10cm,经过35min,

分针的端点所转过的弧长为 (  )

A.70cm      B.706cm

C.25π3 -4
æ

è
ç

ö

ø
÷3 cm D.35π3 cm

3.7弧度的角在第    象限,与

7弧度角终边相同的最小正角为    .

4.圆弧长度等于其圆内接正三角形的边

长,则其圆心角的弧度数为    .

B.能力提升

5.设 集 合 M= αα=kπ2-
π
5
,k{ }Z ,

N={α|-π<α<π},则M∩N 等于 (  )

A.-π5
,3π{ }10

B.-7π10
,4π{ }5

C.-7π10
,-π5

,3π
10
,4π{ }5

D.3π10
,-7π{ }10

6.下列各组角中,终边相同的是 (  )

A.k2π
与kπ+π2

(k Z)

B.kπ±π3
与k
3π
(k Z)

C.(2k+1)π与(4k±1)π(k Z)

D.kπ+π6
与kπ±π6

(k Z)

7.在半径为30
π

的圆中,圆心角为周角的

2
3

的角所对圆弧的长为    .

8.扇形AOB 的周长为8cm.

(1)若这个扇形的面积为3cm2,求圆心

角的大小;

(2)求这个扇形的面积取得最大值时圆

心角的大小和弦长AB.

C.拓展创新

9.某种蒸汽机上的飞轮直径为1.2m,

每分钟按逆时针方向转300周,求:

(1)飞轮每秒钟转过的弧度数;

(2)轮周上的一点每秒钟经过的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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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单位圆上两个动点 M,N 同时从点

P(1,0)出发,沿圆周运动,M 点按逆时针方

向以π
6rad

/s的速度旋转,N 点按顺时针方

向以π
3rad

/s的速度旋转,试求它们出发后

第三次相遇时的位置和各自走过的弧度.

11.如 图,在 扇 形 AOB 中,∠AOB=

90°,︵AB的长为l,求此扇形内切圆的面积.

12.我国发射的某卫星90min绕地球一

周,若近似地把此卫星的轨道看成一个圆形

轨道,问1s转过多少弧度? 若地球半径取

R=6370km,轨道距地面356km,则卫星

的速度是多少(精确到百分位)?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1.不同的单位制能给我们解决问题带

来方便,那么角的这两种不同的单位制各有

什么优势呢?

 2.如何理解弧度制下角的集合与实数

集R之间建立起的一一对应关系?

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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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是把一生的光阴虚度,便是抛下黄金未买一物 。

1.2 任意角的三角函数  

第一学时 任意角的三角函数(一)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引领目标
导入问题,直指学时重点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在角的范围推广了,锐角三角函

数的定义还适用吗? 比如sin200°的值还

能是三角形中200°角的对边与斜边的比

值吗? 那么类比角的概念的推广,怎样

修正三角函数的定义呢?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在初中,我们学习了锐角三角函数,它是

用直角三角形边长的比来刻画的.锐角三角

函数的引入与“解三角形”有直接关系.在直

角三角形中是这样定义锐角三角函数的:

在Rt觔 ABC 中,sinA=∠A 的对边
斜边

,

cosA=∠A 的邻边
斜边

,tanA=∠A 的对边
∠A 的邻边.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初探问题
尊重认知规律,亲历感悟知识生成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问题一

  什么是任意角的三角函数?

请阅读教材p11、p12例1之前的内容,

完成“思考”中的问题,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初中我们是如何定义锐角三角函

数的?

 2.设α是一个任意角,它的终边与单位

圆交于点P x,( )y ,写出角α的正弦、余弦、

正切.

 3.正弦、余弦、正切统称为三角函数,它

们的自变量和函数值分别是什么?

 问题二

  如何根据三角函数的定义求已知角的三

角函数?

阅读教材p12、p13的例1、例2,思考并

回答下列问题:

 1.例1是根据定义求一个角的三角函

数值,请归纳解题的过程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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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例2是已知角α的终边上一点的坐

标,求角α的三角函数值.注意本题还有什么

解法?

 3.例2旁边的小字部分又给出了三角

函数的一种定义,这与前面利用单位圆给出

的三角函数的定义一致吗? 两种定义有何

异同?

 问题三

  如何判断三角函数值在各个象限的符号?

阅读教材p13~p15的有关内容,自主完

成教材例4、例5,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写出三种三角函数值在各个象限的

符号.

 2.判断三角函数值的符号的依据是

什么?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利用定义求-π6
角的正弦、余弦和正

切值.

2.已 知 角α 的 终 边 与 单 位 圆 交 于 点

P 4
5
,-3æ

è
ç

ö

ø
÷

5
,求2sinα+cosα的值.

3.判断下列各式的符号:

(1)tan250°·tan(-350°);

(2)sin105°·cos230°.

4.求下列三角函数值:

(1)sin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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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面对逆境,远比如何接受顺境重要得多。

(2)tan13π3
;

(3)cos780°.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发展创新思维,形成主动探究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问题四

  公式一指出了“终边相同的角的同一三角

函数的值相等”,因此三角函数值有 “周而复

始”的 变 化 规 律.思 考 公 式 一 在 解 题 中 有 何

应用.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五

  根据教材中例4和例5的求解过程,归纳

总结确定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值的符号和求任

意角的三角函数值的方法和步骤.两者有何相

似之处?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已知角θ的终边在直线y= 33x

上,求sinθ,cosθ,tanθ的值.
指导要求:大家应在学习好教材例1的

基础上来解本题.直线y= 33x 是在第几象

限的直线? 角θ的终边有几个位置? 需要先

画出单位圆与每一个终边的交点,如何算出

交点的坐标? 根据三角函数的定义即可求得

这两个三角函数的值.解决本题的过程体现

了什么数学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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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题 2 已 知 角 α 的 终 边 上 一 点

P(- 3,m),且sinα= 2m4
,求cosα的值.

指导要求:本题是教材例2的推广,大家

在掌握好例题旁边的“小贴士”之后来做本

题.已知中角的终边上的点的坐标以参数形

式给出,据此确定点P 在什么象限? 如何根

据三角函数的定义求出 m 的值? 之后如何

根据角α的正弦值求得角α的余弦值?

 展题3 求函数y=|cosx|cosx + tanx|tanx|
的

值域. 
指导要求:求函数的值域依据函数的定

义域,此函数的定义域是什么? 如何根据角

的不同象限去掉绝对值符号得到函数的值?

本题用到的解题方法是什么?

 展题4 求下列函数的定义域:

(1)y=tanx+ 1
tanx

;

(2)y= sinx+tanx.
指导要求:利用三角函数的定义域及二

次根式的意义求解.本题要考虑哪些方面才

能列出不等式求得函数的定义域?

  归归纳纳总总结结

请根据自己对本学时内容的学习和体

会,通过“知识结构树”“思维导图”“表格比

较”或“学习报告”等方式将你和你们小组的

成果及时记录下来,以便和别的小组进一步

交流研讨.
在总结过程中,请从知识及其联系、经

验、方法等方面予以梳理.
下面是一位同学的整理,你有更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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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对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对重要。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分级设题,精选精练

  分分层层演演练练

A.基础巩固

1.给出下列命题:

①若sinα=sinβ,则α=2kπ+β,k Z;

②已知α为第一象限的角,则α
2

为第一

象限的角;

③若α,β是第二象限的角,且α>β,则

cosα<cosβ;

④若α是第二象限的角,且P(x,y)是其

终边上一点,则cosα= -x
x2+y2

.

其中正确命题的个数是 (  )

A.0        B.1

C.2 D.3

2.已知角θ的终边过点P(- 3,1),那

么tan(2kπ+θ)的值是 (  )

A.12 B.- 32

C.- 3 D.- 33

3.函数y=tanx+cosx的定义域是  

           .

4.5sin90° + 2cos0° - 3sin270° +

10cos180°=      .

B.能力提升

5.在觔 ABC 中,若sinAcosBtanC<0,

则觔ABC是 (  )

A.锐角三角形

B.直角三角形

C.钝角三角形

D.锐角三角形或钝角三角形

6.α是第二象限角,P(x,5)为其终边

上一点,且cosα= 24x,则sinα的值为

(  )

A.104 B.64

C.24 D.- 10
4

7.已知角θ的终边在直线y= 3x 上,

则sinθ=    ,cosθ=    .

8.求下列各式的值:

(1)cos9π4+tan -
11πæ

è
ç

ö

ø
÷

3 +sin1125°;

(2)sin7π3+cos-
11πæ

è
ç

ö

ø
÷

6 +tan -15πæ

è
ç

ö

ø
÷

4 .

C.拓展创新

9.已知θ是第三象限角,且cosθ
2<0

,

试探究θ
2

是第几象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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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已知角α 的终边经过点P(4,

-3),求2sinα+cosα的值;

(2)已知角α的终边经过点P(4a,-3a)

(a≠0),求2sinα+cosα的值;

(3)已知角α的终边上一点P 到x 轴的

距离与到y 轴的距离之比为3∶4(且均不为

0),求2sinα+cosα的值.

11.已知角α的终边在直线y=kx上,始

边与x 轴非负半轴重合.若sinα=255
,且

cosα<0,试求实数k的值.

12.设f(x)=
sinπx,x<0,

f(x-1)+1,x≥
{

0
和g(x)

=
cosπx,x<12

,

g(x-1)+1,x≥12
{

,
求g 1æ

è
ç

ö

ø
÷

4 +f 1æ
è
ç

ö

ø
÷

3 +

g 5æ
è
ç

ö

ø
÷

6 +f 3æ
è
ç

ö

ø
÷

4
的值.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1.任意角α的三角函数值与角α终边上

点P 的位置有没有关系?

 2.任意角α的三角函数的定义域、值

域、对应法则分别是什么?

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疑问?

第二学时 任意角的三角函数(二)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引领目标
导入问题,直指学时重点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学们在一些旅游景点或者公园中

都见过大型摩天轮(如图),大家是否想

过这些大型摩天轮在转动过程中,坐椅

离地面的高度随着转动角度的变化而变

化,二者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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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测量山的高度,除非你已到达顶峰,那时你就会知道山有多低。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1.有向线段的定义:规定了起点和终点

的线段叫做有向线段.

 2.有向线段的表示:表示有向线段时,

要将表示起点的字母写在前面,表示终点的

字母写在后面.

 3.有向线段的三要素:起点、方向和长

度.知道了有向线段的起点,它的终点就被方

向和长度唯一确定.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初探问题
尊重认知规律,亲历感悟知识生成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问题一

  如何用几何图形表示三角函数?

请阅读教材p15~p17的有关内容,思考

并回答下列问题:

 1.正弦线、余弦线、正切线是用有向线

段来表示的,如何作出角α的正弦线、余弦

线、正切线?

 2.用有向线段表示角的正弦、余弦、正

切时,起点、终点、正方向是如何规定的?

 3.正弦线、余弦线、正切线统称为三角

函数线.它是三角函数的几何表示,是从“形”

的角度表示三角函数的,体现了数形结合的

思想,在后续的学习中要认真体会.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下列命题中正确的是 (  )

A.终边相同的角的同名 三 角 函 数 值

相等

B.终 边 不 同 的 角 的 同 名 三 角 函 数 值

不等

C.若sinα>0,则α是第一或第二象限角

D.第二象限角一定比第一象限角大

2.如图,α,β的终边分别与单位圆交于

点P,Q,过点A(1,0)作切线AT,交射线OP
于点T,交射线OQ 的反向延长线于点T′,点

P,Q在x轴上的射影分别为点 M,N,则sinα

=    ,cosα=    ,tanα=   

 ,sinβ=   ,cosβ=   ,tanβ= 

  .

3.在(0,2π)内,使sinx>cosx成立的x
的取值范围是    .

4.作出角π
3

的正弦线、余弦线、正切线.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发展创新思维,形成主动探究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问题二

  三角函数线是三角函数的几何表示,试从

单位圆中的三角函数线出发分析三角函数值

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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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当角α 0,2[ )π 时,依据三角函数线

分析角α的正弦、余弦、正切的变化情况.

 2.当角α R时,角α的正弦、余弦、正

切又是如何变化的? 这种变化体现了三角函

数值的哪种变化规律?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三

  分析单位圆中的三角函数线,你能得出三

角函数的哪些性质?

 问题四

  学习三角函数线对认识三角函数概念有

哪些帮助?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作出下列各角的正弦线、余弦

线、正切线.

(1)2π3
; (2)-3π4.

指导要求:根据三角函数线的定义如何

画出角α的正弦线、余弦线、正切线呢? 本题

中的两个角在第几象限? 思考画出的三角函

数线的正负.

 展题2 在单位圆中画出符合下列条件

的角的终边.

(1)sinα=23
; (2)cosα=-35.

指导要求:对于(1),根据三角函数的定

义,设角α的终边与单位圆交于点P(x,y),

则sinα=y,cosα=x.所以要作出满足sinα=

2
3

的角α的终边,只要在单位圆上找出纵坐

标为2
3

的点P,则OP 即为角α的终边.对于

(2)可采用同样的方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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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本质在于它的自由。

 展题3 利用单位圆寻找满足下列条件

的在0°~360°内的角α.

(1)sinα≥12
; (2)tanα> 33.

指导要求:作出满足sinα=12
,tanα= 33

的角α的终边,然后根据已知条件确定角α
的终边的范围.

 展题4 若α是锐角,试用三角函数线证

明:sinα+cosα>1.
指导要求:在单位圆中作出角α的正弦

线和余弦线,根据几何事实考虑即得.三角函

数线是三角函数的一种几何表示,所以几何

的证明方法、一些几何结论可以用于三角函

数的证明过程.

  归归纳纳总总结结

请根据自己对本学时内容的学习和体

会,通过“知识结构树”“思维导图”“表格比

较”或“学习报告”等方式将你和你们小组的

成果及时记录下来,以便和别的小组进一步

交流研讨.
在总结过程中,请从知识及其联系、经

验、方法等方面予以梳理.
下面是一位同学的整理,你有更好的吗?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分级设题,精选精练

  分分层层演演练练

A.基础巩固

1.已知角α的余弦线是单位长度的有向

线段,那么角α的终边 (  )

A.在x轴上

B.在y轴上

C.在直线y=x上

D.在直线y=x或y=-x上

2.利用正弦线比较sin1,sin1.2,sin1.5
的大小关系是 (  )

A.sin1>sin1.2>sin1.5

B.sin1>sin1.5>sin1.2

C.sin1.5>sin1.2>sin1

D.sin1.2>sin1>sin1.5

3.若-2π3≤θ≤
π
6
,利用三角函数线,可

得sinθ的取值范围是    .

4.利用三角函数线写出满足tanx< 3
且x (0,π)的x的集合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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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能力提升

5.若0<α<2π,且sinα< 32
,cosα>12

,

利用三角函数线得到角α的取值范围是

(  )

A.-π3
,πæ

è
ç

ö

ø
÷

3   B.0,πæ

è
ç

ö

ø
÷

3

C.5π3
,2æ

è
ç

ö

ø
÷π D.0,πæ

è
ç

ö

ø
÷

3 ∪ 5π3
,2æ

è
ç

ö

ø
÷π

6.已知角α的余弦线的长度不大于角α
的正弦线的长度,那么角α的终边落在第一

象限内的范围是 (  )

A.0,πæ

è
ç

ù

û
úú4

B.π4
,πé

ë
êê

ö

ø
÷

2

C.2kπ+π4
,2kπ+πé

ë
êê

ö

ø
÷

2

D.2kπ,2kπ+πæ

è
ç

ù

û
úú4

7.sin1,cos1,tan1的大小关系用“>”号

连接为 .

8.分别作出2π
3

和4π
5

角的正弦线、余弦线

和正切线,并比较sin2π3
与sin4π5

,cos2π3
与

cos4π5
,tan2π3

与tan4π5
的大小.

C.拓展创新

9.利用三角函数线,写出满足下列条件

的角x的集合.

(1)sinx≥ 22
;

(2)cosx≤12
;

(3)tanx≥-1.

10.在觔ABC 中,若sinA+cosA=23
,

试根据三角函数线探究这个三角形是什么三

角形.(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或直角三角

形)

11.已 知π
4<α<π2

,试 比 较α,tanα,

sinα,cosα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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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不能单独存在,它的本身并无意义。 爱必须付诸行动,行动才能使爱发挥功能。

12.已知点P(sinα-cosα,tanα)在第一

象限,若角α [0,2π),求α的取值范围.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1.三角函数线是三角函数的几何表示,

利用三角函数线可将三角函数问题转化为几

何问题解决.通过前面的学习,请总结运用三

角函数线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2.通过学习三角函数线加深对三角函

数概念的认识,是数形结合思想的重要体现,

同时也是学习三角函数图象与性质的重要基

础,其作用会随着进一步的学习充分体现出

来.后面学习的知识还会用到三角函数线吗?

请同学们继续关注.
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疑问?

第三学时 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引领目标
导入问题,直指学时重点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所以“分

群”“分类”,是因为同类之间有很多共同

点,彼此紧密地联系.我们现在研究的三

角函数,同角的正弦、余弦、正切之间有

什么关系呢?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1.用联系的观点提出问题,获得研究的

思路,这是数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在三角函

数的学习中,与圆的几何性质建立联系,从中

获得研究三角函数的问题与思路是学习三角

函数的重要思想与方法.联系圆的基本性质,

把单位圆上的几何关系用坐标表示出来,进

而获得一些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

 2.我们在初中学习过锐角的三角函数,

知道在三角形中锐角 A 有这样的关系式:

sin2A+cos2A=1,tanA=sinAcosA.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初探问题
尊重认知规律,亲历感悟知识生成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问题一

  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是什么?

请阅读教材p18、p19例6之前的内容,

完成“探究”中的问题,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写出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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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中,“同

角”的含义是什么?

 3.在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中,商的

关系对角α有何限制条件?

 问题二

  应用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求值、证明

三角恒等式.

阅读教材p19、p20的有关内容,自主学

习教材例6、例7,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教材例6是已知角α的正弦值,求角

α的余弦值和正切值.在应用平方关系求角α
的余弦值时,应注意什么?

 2.教材例7是证明三角恒等式,你还有

其他的证明方法吗? 试一试.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若cosθtanθ<0,则θ是 (  )

A.第一、二象限角

B.第一、三象限角

C.第二、四象限角

D.第三、四象限角

2.已知cosα=12
,并且α是第四象限角,

那么sinα=    ,tanα=    .

3.已知sinα=1213
,并且α是第二象限角,

求cosα,tanα的值.

4.化简:(1+tan2α)cos2α.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发展创新思维,形成主动探究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问题三

  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有哪些方面的

应用?

 1.已知角α的一种三角函数值,可以求

出其余两种三角函数值.归纳解决这类问题

的方法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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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旅途,前途很远,也很暗。 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2.用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化简和

证明时,常常需要作恒等变换,写出同角三角

函数的平方关系和商 的 关 系 的 常 用 变 形

形式.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四

  证明三角恒等式的方法多种多样,试归纳

总结一下.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 题1 已 知cosα= - 45
,求sinα,

tanα的值.
指导要求:本题是教材p19例6的变形,

与例6的区别在于已知条件中将正弦变为余

弦.已知条件没有明确角的范围,根据已知这

个角的余弦值是-45
可以确定此角在第几象

限? 由平方关系式sin2α+cos2α=1变形得

到sin2α=1-cos2α后,开方时要注意什么?

 展题2 已知tanα=a(a≠0),用a表示

sinα,cosα的值.
指导要求:可将tanα=a(a≠0)看成一

个常数,将基本关系式转换成sinα与cosα的

方程,然后求解.注意要根据被开方数的符号

确定分类的标准.

 展题3 化简:

(1)1-sin2440° ;

(2)1-2sin40°cos40° .
指导要求:(1)式在用同角关系式化简

时,用什么公式将440°化成锐角? (2)式如

何运用数字“1”进行代换?

 展题4 求证:

(1)sinθ1+cosθ+
1+cosθ
sinθ = 2sinθ

;

(2)2(1+sinα)(1+cosα)=(1+sinα+

cos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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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sinαcosαcos2α-sin2α=
1-tanα
1+tanα.

指导要求:证明三角恒等式的过程,实际

上是化异为同的过程,即化去形式上的异,而

呈现实质上的同.这个过程往往是从化简开

始的———这就是说,在证明三角恒等式时,我

们可以从最复杂处开始.

  归归纳纳总总结结

请根据自己对本学时内容的学习和体

会,通过“知识结构树”“思维导图”“表格比

较”或“学习报告”等方式将你和你们小组的

成果及时记录下来,以便和别的小组进一步

交流研讨.
在总结过程中,请从知识及其联系、经

验、方法等方面予以梳理.
下面是一位同学的整理,你有更好的吗?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分级设题,精选精练

  分分层层演演练练

A.基础巩固

1.若cosα=45
,α (0,π),则tanα的值为

(  )

A.43      B.
3
4

C.±43 D.±34

2.若sinα+cosα2sinα-cosα=2
,则tanα的值为

(  )

A.1 B.-1

C.34 D.-43

3.若tanα= 15,则cosα=  ,

sinα=    .

4.已 知 sinθ=m-3
m+5

,cosθ=4-2mm+5
,

则m=    ,tanθ=    .

B.能力提升

5.若θ为第二象限角,且cosθ
2-sin

θ
2=

1-2sinθ
2cos

θ
2
,则θ
2

是 (  )

A.第一象限角  

B.第二象限角

C.第三象限角

D.第四象限角

6.已知tanθ=2,则sin2θ+sinθcosθ-
2cos2θ等于 (  )

A.-43 B.54

C.-34 D.45

7.若cosα+2sinα=- 5,则tanα=  .

8.化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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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善人而交,择善书而读,择善言而听,择善行而从。

(1)sin2α+sin2β-sin2αsin2β+cos2αcos2β;

(2) 1-2sin10°cos10°
cos10°- 1-sin280°

.

C.拓展创新

9.已知sinα+cosα=1,则sinnα+cosnα等于

(  )

A.1 B.0

C.12n-1 D.不能确定

10.已知-π<x<0,sinx+cosx=15.

(1)求sinxcosx的值并指出角x 所处的

象限;

(2)求tanx的值.

  11.求证:(1)1-cos
2α

sinα-cosα-
sinα+cosα
tan2α-1 =

sinα+cosα;

(2)(2-cos2α)(2+tan2α)= (1+

2tan2α)(2-sin2α).

12.已知1≤cosx-sinx≤ 2,求函数

y=1-cosx+sinx+sinxcosx的值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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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1.请写出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

它们成立的条件分别是什么?

 2.已知一个任意角的正弦、余弦、正切

中的一个值,求其余两个值时,要注意这个角

的终边所在的位置,从而考虑是否要进行分

类讨论.
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疑问?

1.3 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

第一学时 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一)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引领目标
导入问题,直指学时重点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当你留恋于湖光山色时,是否注意

到山在水中的倒影,山的清秀挺拔和水

的清静柔美在那一刻融为一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你的手中拿着一个度数为α的

角的模型,你观察一下平面镜中的这个

角的模型与你手中的这个角的模型有什

么关系? 你肯定会准确地答出:对称!

如果把x 轴看成平面镜,那么平面直角

坐标系中的角α关于x 轴对称的角的度

数是多少? 这个角的三角函数值与角α
的三角函数值有什么关系?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利用单位圆可以定义任意角的三角函

数,而圆具有很好的对称性,同样,我们可以

利用圆的对称性来研究三角函数问题.本学

时我们就利用对称性来探讨角的三角函数值

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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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行,然而一切恶行都围绕虚荣心而生,都不过是满足虚荣心的手段。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初探问题
尊重认知规律,亲历感悟知识生成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问题一

  我们利用单位圆定义了三角函数,而圆具

有很好的对称性,利用圆的这种对称性可以研

究三角函数的哪些性质? 试一试.

 问题二

  诱导公式的推导.
阅读教材p23~p26的有关内容,自主完

成教材例1、例2,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设点P 的坐标为 x,( )y ,写出点P 关

于x 轴、y轴、原点的对称点的坐标.

 2.角π-α,π+α,-α的终边与角α的终

边有什么关系?

 3.结合三角函数的定义,由对称性写出

角π-α,π+α,-α与角α的三角函数值间的

关系.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sin210°=    .

2.cos330°等于 (  )

A.12       B.-
1
2

C.32 D.- 32

3.求 下 列 各 三 角 函 数 值 (可 使 用 计

算器).
(1)cos225°;

(2)tan(-π);

(3)sin11π10.

4.已知cos(π+x)=0.5,求cos(2π-x),

cos(π-x)的值.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发展创新思维,形成主动探究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问题三

  诱导公式一~四有什么作用?

 1.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公式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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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 式 一 ~ 四 给 出 了 α+k·2π
k( )Z ,-α,π±α的三角函数值与角α的三

角函数值间的关系,这些角有何特点?

3.根据教材例1,你对公式一~四的作

用有什么进一步的认识?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四

  根据教材例1的求解过程,归纳把任意角

的三角函数转化为锐角三角函数的步骤.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求下列三角函数的值:
(1)sin1110°;
(2)cos(-510°15′);

(3)tan -53πæ

è
ç

ö

ø
÷

6 .

指导要求:1110°角与哪个角的终边相

同? 运用哪个诱导公式可以将sin1110°转

化为锐角的三角函数? 对于负角的三角函

数,可以先用什么诱导公式将其化为正角的

三角函数,然后再用诱导公式进行变形? 利

用诱导公式求值的一般步骤是什么? 对于用

弧度制表示角的三角函数求值问题又有什么

注意事项?

 展题2 化简:

sin(1440°+α)·cos(α-1080°)
cos(-180°-α)·sin(-α-180°).

指导要求:利用诱导公式将式子中的每

一个三角函数变形为最简形式.这是诱导公

式一、二、三的综合应用,适当地改变角的结

构,使之符合诱导公式中角的形式是解决问

题的关键.在这里对cos(-180°-α)应如何

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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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一味能治百病的良药 。

 展 题 3 已 知 cos π
6+

æ

è
ç

ö

ø
÷α = 3

3
,求

cos5π6-
æ

è
ç

ö

ø
÷α 的值.

指导要求:已知角π
6+α

与未知角5π
6-α

有什么关系? 可以将未知角5π
6-α

用已知角

π
6+α

表示吗? 怎样用诱导公式求值? 根据

已知式子与所求式子的特点,发现它们之间

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已知角与未知角或特殊

角之间的关系,恰当地选择公式是解决本题

的关键.

  归归纳纳总总结结

请根据自己对本学时内容的学习和体

会,通过“知识结构树”“思维导图”“表格比

较”或“学习报告”等方式将你和你们小组的

成果及时记录下来,以便和别的小组进一步

交流研讨.
在总结过程中,请从知识及其联系、经

验、方法等方面予以梳理.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分级设题,精选精练

  分分层层演演练练

A.基础巩固

1.下列各式不正确的是 (  )

A.sin(α+180°)=-sinα

B.cos(-α+β)=-cos(α-β)

C.sin(-α-360°)=-sinα

D.cos(-α-β)=cos(α+β)

2.化简sin2(π-α)-cos(π+α)cos(-α)+1,结果为

(  )

A.1 B.2

C.0 D.2sin2α

3.sin120°cos330°+sin(-690°)cos(-660°)+

tan675°=    . 

4.已知cos(α-π)=-35
,且α为第四象

限的角,则sin(-2π+α)的值为  .

B.能力提升

5.下列三角函数式:

①sin2nπ+3πæ

è
ç

ö

ø
÷

4
(n Z);

②cos2nπ-πæ

è
ç

ö

ø
÷

6
(n Z);

③sin2nπ+πæ

è
ç

ö

ø
÷

3
(n Z);

④cos (2n+1)π-πé

ë
êê

ù

û
úú6
(n Z);

⑤sin (2n-1)π-πé

ë
êê

ù

û
úú3
(n Z).

其中函数值与sinπ3
的值相同的是

(  )

A.①② B.①③④

C.②③⑤ D.①③⑤

6.已知sin(2π+θ)tan(π+θ)tan(3π-θ)

cosπ2-
æ

è
ç

ö

ø
÷θtan(-π-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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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3
sin2θ+3sinθcosθ+2cos2θ

的值是 (  )

A.1 B.2

C.3 D.6

7.已知tanα=3,则2cos
(π-α)-3sin(π+α)

4cos(-α)+sin(2π-α)= 

   .

8.求cos(-2640°)+sin1665°的值.

C.拓展创新

9.化简:

(1)cos
(α-π)tan(α-2π)tan(2π-α)

sin(π+α)
;

(2)sin2kπ+2πæ

è
ç

ö

ø
÷

3 coskπ+4πæ

è
ç

ö

ø
÷

3
(k Z).

10.已知cos(75°+α)=13
,α为第三象

限角,求sin(105°-α)+cos(-105°+α)

的值. 

11.已知f(n)=cosnπ3
(n N*).

求证:f(1)+f(2)+…+f(6)=f(7)+

f(8)+…+f(12).

12.已知sin(3π+θ)=14
,求值:

cos(π+θ)
cosθ[cos(π+θ)-1]+

cos(θ-2π)
cos(θ+2π)cos(π+θ)+cos(-θ).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本学时我们学习了诱导公式二、公式三、

公式四,这三组公式在求三角函数值、化简三

角函数式及证明三角函数等式时是经常用到

的,为了牢记公式,我们总结了“函数名不变,

符号看象限”的简便记法.同学们理解这句话

的含义吗?

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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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境况造就人,而是人造就境况。

第二学时 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二)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引领目标
导入问题,直指学时重点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一学时我们利用单位圆的对称性

探究了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二、三、四.
这些公式的推导过程体现了数形结合和

归纳转化的数学思想,反映了从特殊到

一般的数学归纳思维方式,对培养创新

意识,发展思维能力,掌握数学思想方法

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学时将在前一学时

的基础上再来学习一组诱导公式.

请大家思考:角π
2-α

的终边与角α

的终边有什么关系? 角α 与它的余角

π
2-α

的三角函数有什么关系?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在初中,我们学习过这样的知识:

sin30°=cos60°,即sin30°=cos(90°-30°);

sin45°=cos45°,即sin45°=cos(90°-45°);

sin60°=cos30°,即sin60°=cos(90°-60°).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初探问题
尊重认知规律,亲历感悟知识生成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问题一

  如 何 推 导 得 到 三 角 函 数 的 诱 导 公 式

五、六?

请阅读教材p26、p27的有关内容,思考

并回答下列问题:

 1.设点P 的坐标为 x,( )y ,写出点P 关

于直线y=x的对称点的坐标.

 2.角π2-α
的终边与角α 的终边有什么

关系?

 3.角π2-α
的终边与角π

2+α
的终边有

什么关系?

 4.结合三角函数的定义,由对称性写出

角π
2-α

,π
2+α

与角α 的三角函数值间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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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若sin10°=a,则cos260°=    .

2.已知sinα=35
,则sin π2+

æ

è
ç

ö

ø
÷α 的值为

(  )

A.-35      B.-
4
5

C.45 D.±45

3.使用诱导公式五、六求下列三角函数

的值:

(1)sin120°;

(2)cos135°;

(3)cos-19πæ

è
ç

ö

ø
÷

4 .

4.求证:sin3π2+
æ

è
ç

ö

ø
÷α =-cosα.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发展创新思维,形成主动探究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问题二

  体会诱导公式五、六的作用.

 1.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诱导公式五、六.

 2.诱导公式五、六给出了角π
2-α

,π
2+

α与角α 的三角函数值间的关系.这些角有

何特点?

 3.诱导公式五、六的作用是什么?

 问题三

  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五、六与诱导公式

一~四有何异同点? 你能用简洁的语言来概

括这六组公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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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把握梦想,因为梦想一死,生命就如一只羽翼受创的小鸟,无法飞翔。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四

  公式一~六都叫做诱导公式.这六组诱导

公式给出了k·π
2±α

与角α 的三角函数值间

的关系,其推导过程利用了圆的对称性,运用

了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在三角函数的学习中

要认真体会这一研究方法.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将下列三角函数化为0°~45°之

间角的三角函数:

(1)sin62°;(2)cos75°;(3)sin128°;

(4)cos126°.
指导要求:注意到这些角都是90°左右

的角,可利用诱导公式五、六实现转化.由于

本题的特殊要求,所以只能使用诱导公式五、

六.转化之后三角函数的名称有没有变化?

 展 题2 已 知cos(75°+α)=13
,且

-180°<α<-90°,求cos(15°-α)的值.
指导要求:(15°-α)角与(75°+α)角有

什么关系? 对cos(15°-α)可以进行怎样的

转化? 解决本题的关键是什么?

 展题3 化简:

(1)cos
(α-π)

sin(π-α)sinα-πæ

è
ç

ö

ø
÷

2 cos
π
2+

æ

è
ç

ö

ø
÷α ;

(2)cos
(2π-α)sin(π+α)

sin π2+
æ

è
ç

ö

ø
÷αtan(3π-α)

.

指导要求:这是诱导公式的综合应用.适

当地改变角的结构,使之符合诱导公式中角

的形式,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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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题4 求证:

cosπ2-
æ

è
ç

ö

ø
÷αsin3π2+

æ

è
ç

ö

ø
÷αtan(-α-π)

sin(4π-α)cos9π2+
æ

è
ç

ö

ø
÷α

=1.

指导要求:显然本式的左边复杂,而右边

简单,可以从左边出发进行三角函数的化简

变形,变形时要用到诱导公式.本题是诱导公

式及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在证明三角

恒等式中的又一应用,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尽

管问题是以证明的形式出现,但其本质是等

号左、右两边三角函数式的化简.

  归归纳纳总总结结

请根据自己对本学时内容的学习和体

会,通过“知识结构树”“思维导图”“表格比

较”或“学习报告”等方式将你和你们小组的

成果及时记录下来,以便和别的小组进一步

交流研讨.
在总结过程中,请从知识及其联系、经

验、方法等方面予以梳理.
下面是一位同学的整理,你有更好的吗?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分级设题,精选精练

  分分层层演演练练

A.基础巩固

1.已知sin π4+
æ

è
ç

ö

ø
÷α =32

,则sin3π4-
æ

è
ç

ö

ø
÷α 的值为

(  )

A.12      B.-
1
2

C.32 D.- 32

2.如果|cosx|=cos(-x+π),则x的取

值范围是 (  )

A.-π2+2kπ
,π
2+2k

é

ë
êê

ù

û
úúπ (k Z)

B.π2+2kπ
,3π
2+2k

æ

è
ç

ö

ø
÷π (k Z)

C.π2+2kπ
,3π
2+2k

é

ë
êê

ù

û
úúπ (k Z)

D.(-π+2kπ,π+2kπ)(k Z)

3.若cos(125°-α)=1213
,则cos(α+55°)=

    .

4.cosπ7+cos
2π
7+cos

3π
7+cos

4π
7+

cos5π7+cos
6π
7=    .

B.能力提升

5.在觔 ABC 中,若sin(A+B-C)=

sin(A-B+C),则觔ABC必是 (  )

A.等腰三角形

B.直角三角形

C.等腰或直角三角形

D.等腰直角三角形

6.已知cos(60°+α)=13
,且-180°<α<-

90°,则cos(30°-α)的值为 (  )

A.-223 B.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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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时间更容易被浪费的了,同时没有比时间更珍贵的了。 因为没有时间我们几乎无法做任何事。

C.- 23 D.23

7.设tan1234°=a,那么sin(-206°)+

cos(-206°)的值为    .

8.已知cos π6-
æ

è
ç

ö

ø
÷α =33

,求cos5π6+
æ

è
ç

ö

ø
÷α -

sin2α-πæ

è
ç

ö

ø
÷

6
的值.

C.拓展创新

9.已知sin(α+β)=1,求证:tan(2α+β)

+tanβ=0.

10.若记cotα= 1
tanα

,已知tanα,cotα是

关于x 的方程x2-kx+k2-3=0的两实根,

且3π<α<7π2
,求cos(3π+α)-sin(π+

α)的值.

11.设α 是 第 三 象 限 角,且 sinα
2 =

- 1-sin2 π-αæ

è
ç

ö

ø
÷

2
,求α
2

是第几象限角?

12.如果觔A1B1C1 的三个内角的余弦

值分别等于觔A2B2C2 对应的三个内角的正

弦值,那么:

(1)试判断觔A1B1C1 是锐角三角形吗?

(2)试借助诱导公式证明觔A2B2C2 中

必有一个角为钝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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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1.本学时同学们自己导出了公式五、公

式六,完成了教材中诱导公式的学习任务,为

求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值“铺平了道路”.公式

一~六可用一句话“纵变横不变,符号看象

限”来概括,简单方便,不会遗忘.

 2.这些诱导公式有什么作用? 其中又

体现了哪些重要的数学思想?

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疑问?

1.4 三角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第一学时 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图象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引领目标
导入问题,直指学时重点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材p30的演示实验可在纸板上得

到一条曲线,然后用电脑模拟该过程,我

们得到如图所示的曲线.

通过图象我们可以知道,当t=0,t=

0.4,t=0.8时,单摆摆动到最右边,摆动

到最右边时距平衡位置都是2cm,则来

回摆动一次需要多长时间? 从图上你能

观察出来吗? 这样的曲线是什么形状?

是什么函数的图象? 它有什么性质?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研究函数的性质常常以图象直观为基

础,这点大家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通过观察

函数的图象,从图象的特征获得函数的性质

是一个基本方法,这也是数形结合思想的应

用.回忆我们在《数学1》学过的指数函数、对

数函数的图象是什么? 我们是如何画出它们

的图象的?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初探问题
尊重认知规律,亲历感悟知识生成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问题一

  如何研究一个新的函数?

阅读教材p30的有关内容,思考并回答

下列问题:

 1.回顾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的研究方

法,对于一个新的函数,通常是如何研究它的

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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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2.如何画出一个新的函数的图象?

 问题二

  如何画出正弦函数的图象?

阅读教材p31“探究”栏目之前的有关内

容,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三角函数线是三角函数的几何表示,

如何用正弦线表示角α的正弦值?

 2.终边相同的角有相同的三角函数值,

因而只需先画出正弦函数在哪个区间上的

图象?

 3.按照教材上的步骤作出函数y=

sinx,x 0,2[ ]π 的图象.

 4.如何由函数y=sinx,x 0,2[ )π 的图

象得到正弦函数y=sinx,x R的图象?

 问题三

  如何得到余弦函数的图象?

阅读教材p31、p32“思考”栏目之前的有

关内容,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根据诱导公式,说出函数y=sinx 与

y=cosx有什么关系?

 2.如何通过适当的图形变换,由正弦函

数y=sinx的图象得到余弦函数y=cosx的

图象?

 问题四

  如何快捷、准确地画出正弦函数、余弦函

数的图象?

 1.作正弦函数的图象时,应抓住哪五个

关键点?

 2.作余弦函数的图象时,应抓住哪五个

关键点?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把余弦曲线向    平移π
2

个单位

长度,就可以得到正弦曲线.

2.根据余弦函数的图象,可得不等式

cosx≥0的解集为          .

3.用“五点法”作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

图象时,首先应描出的五点的横坐标可以是

(  )

A.0,π2
,π,3π2

,2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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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π4
,π
2
,3π
4
,π

C.0,π,2π,3π,4π

D.0,π6
,π
3
,π
2
,2π
3

4.用“五点法”作函数y=cosx,x [0,

2π]的图象.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发展创新思维,形成主动探究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问题五

  教材中余弦函数的图象是通过图形变换

得到的,试用余弦线画出比较精确的余弦函数

的图象.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六

   1.“五点法”中的五个关键点有什么

特点?

 2.用“五点法”画出三角函数图象的步

骤有哪些?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用“五点法”作函数y=sinx-

1,x [0,2π]的图象,并说明它的图象与正弦

曲线的关系.
指导要求:与正弦函数y=sinx,x [0,

2π]有关的五个关键点是什么? 函数y=

sinx-1,x [0,2π]的图象与正弦曲线y=

sinx,x [0,2π]的 形 状 一 样 吗? 有 什 么

不同? 

 展题2 用“五点法”作函数y=|sinx|,

x [0,2π]的简图. 
指导要求:作函数图象的五个关键点有

什么变化? 函数y=|sinx|在区间[0,π]上

的图象和在区间[π,2π]上的图象一样吗?

要得到函数y=|sinx|在实数集 R 上的图

象,只需将函数y=|sinx|在区间[0,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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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的人教我温柔;恨我的人教我谨慎;对我冷漠的人教我自立。

图象怎样变换得到? 函数y=|sinx|,x
[0,2π]的图象与函数y=sinx,x [0,2π]的

图象有什么关系?

 展题3 利用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的图

象,求满足下列条件的x的集合:

(1)sinx≥12
; (2)cosx≤12.

指导要求:解答本题可以按下面的程序

完成:首先在同一坐标系内作出函数y=

sinx,y=cosx 与y=12
的图象,然后观察闭

区间[0,2π]内的情形,看到符合sinx≥12
的

x π
6
,5πé

ë
êê

ù

û
úú6
,符合cosx≤12

的x π
3
,5πé

ë
êê

ù

û
úú3
,

最后由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图象得到在定

义域R上的解集.请归纳用正弦函数和余弦

函数的图象解简单的 三 角 不 等 式 的 一 般

步骤. 

  归归纳纳总总结结

请根据自己对本学时内容的学习和体

会,通过“知识结构树”“思维导图”“表格比

较”或“学习报告”等方式将你和你们小组的

成果及时记录下来,以便和别的小组进一步

交流研讨.
在总结过程中,请从知识及其联系、经

验、方法等方面予以梳理.
下面是一位同学的整理,你有更好的吗?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分级设题,精选精练

  分分层层演演练练

A.基础巩固

1.函数y=-sinx,x -π2
,3πé

ë
êê

ù

û
úú2
的简图是

(  )

A
 

B

C
 

D

2.点P 从点(1,0)出发,在单位圆x2+

y2=1上 沿 逆 时 针 方 向 运 动2π
3

弧 长 到 达

Q 点,则Q 点的坐标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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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3æ

è
ç

ö

ø
÷

2
    

B.- 32
,-1

æ

è
ç

ö

ø
÷

2

C.-12
,- 3

æ

è
ç

ö

ø
÷

2

D.- 32
,1æ

è
ç

ö

ø
÷

2

3.y=lgsinx 的定义域是      

     .

4.设M 和m 分别是函数y=13cosx-1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则M+m=    .

B.能力提升

5.下列叙述中,正确的个数为 (  )

①作正弦、余弦函数的图象时,单位圆的

半径长与x轴上的单位长度可以不一致;

②y=sinx,x [0,2π]的图象关于点

P(π,0)成中心对称图形;

③y=cosx,x [0,2π]的图象关于直线

x=π成轴对称图形;

④正弦函数y=sinx、余弦函数y=cosx
的图象不超出两直线y=-1、y=1所夹的

范围.

A.1       B.2

C.3 D.4

6.方程sinx=x
10

的根的个数是 (  )

A.7      B.8

C.9 D.10

7.函数y=cos(sinx)的值域是    

       .

8.根据y=cosx的图象解不等式:- 32

≤cosx≤12
,x [0,2π].

C.拓展创新

9.定 义 运 算 a< >b 为:a< >b=

a,a≤b,

b,a>b{ ,
例如1<>2=1.求函数f(x)=

sinx<>cosx的值域.

10.利用正弦曲线和余弦曲线,在区间

(0,2π)内,求满足sinx>cosx 的x 的取值

范围. 

11.已知函数f(x)=sinx+2|sinx|,x
[0,2π]的图象与直线y=k有且仅有两个不

同的交点,求k的取值范围.

12.若函数y=2cosx(0≤x≤2π)的图象

和直线y=2围成一个封闭的平面图形,求

这个封闭图形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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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事已经一去不复返,聪明的人是考虑现在和未来,根本无暇去想过去的事。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1.怎样利用“周而复始”的特点,把正弦

函数在区间[0,2π)上的图象扩展到整个定

义域R上呢?

 2.如何利用图象变换由正弦曲线得到

余弦曲线? 其中又包含了哪些重要的数学

思想?

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疑问?

  第二学时 正弦函数、
  余弦函数的性质(一)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引领目标
导入问题,直指学时重点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
┈
┈
┈
┈ ┈┈┈┈┈┈┈┈┈┈┈┈┈┈┈┈┈┈┈┈┈

┈
┈
┈
┈
┈
┈

我们知道,地球的自转与公转、单摆

的运动、弹簧的振动与圆周运动等,都呈

现一定的周期性.由正弦、余弦函数的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义可知,角α的终边每旋转一周就会与原

来的位置重合;从图象上可以看出,函数

对于自变量的一切值,每增加或减少一

个定值(定值可以有很多个),函数值就

会重复出现.本学时我们利用函数图象

观察正弦、余弦函数的变化情况,进一步

研究这两个函数的特有性质.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1.对函数性质的研究,在《数学1》中我

们已经研究了幂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的

图象与性质.对现在学习的基本初等函数的

性质的研究,大家已经有了经验,其中,通过

观察函数的图象,从图象的特征获得函数的

性质是一个基本方法,这也是数形结合思想

方法的应用.

 2.人的情绪、体力、智力都有周期性的

变化现象.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人们常常有

这样的自我感觉,有的时候体力充沛,心情愉

快,思维敏捷;有的时候却疲倦乏力,心灰意

冷,反应迟钝;也有的时候思绪不稳,喜怒无

常,烦躁不安,糊涂健忘.这些感觉呈周期性

出现,贯穿人的一生,这就是人体节律.这种

有规律的重复,我们称之为周期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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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初探问题
尊重认知规律,亲历感悟知识生成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问题一

  如何定义周期函数?

请阅读教材p34、p35例2之前的内容,

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今天是星期五,七天以后依然是星期

五,这种现象就是“周期”.你还能举出生活中

类似的例子吗?

 2.正弦函数值随自变量取值“周而复

始”规律变化的性质,就是“周期性”.这种性

质可以从数、形两方面来 描 述,请 具 体 说

一说. 

 3.什么是“周期函数”和函数的最小正

周期? “周期函数”的定义与“奇函数”“偶函

数”的定义有什么相似之处?

 问题二

  如何求一个函数的周期?

阅读教材p35的有关内容,自主学习教

材例2,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如何根据周期函数的定义求教材例2
中几个函数的周期?

 2.通过解答教材例2,你认为函数的周

期与解析式中的哪些量有关?

 问题三

  阅读教材p36、p37的有关内容,自主解

决教材p37“思考”栏目中的问题,思考并回

答下列问题:

函数y=Asin(ωx+φ),y=Acos(ωx+

φ)ω>0的最小正周期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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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你的事业,不要让你的事业推动你。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下列函数中,周期为π
2

的是 (  )

A.y=sinx
2    B.y=sin2x

C.y=cosx
4 D.y=cos4x

2.函数f(x)=cosωx-πæ

è
ç

ö

ø
÷

6
的最小正

周期为π
5
,其中ω>0,则ω=    .

3.等式sin(30°+120°)=sin30°是否成

立? 如果这个等式成立,那么能否说120°是

正弦函数y=sinx的周期? 为什么?

4.已知f(x)是周期为5的周期函数,且

f(1)=2016,求f(11)的值.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发展创新思维,形成主动探究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问题四

  如何运用正弦函数y=sinx,余弦函数y=

cosx的周期来求函数y=Asinωx+( )φ ,y=

Acosωx+( )φ 的周期?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五

  求函数y=Asinωx+( )φ ,y=Acosωx+( )φ
周期的方法能否推广到求一般周期函数的周

期? 即命题:“如果函数y=f( )x 的周期是T,

那么函数y=fω( )x 的周期是T
ω

”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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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画出下列函数的图象并填空:
(1)正弦函数y=3sinx的周期是   

        ;

(2)余弦函数y=cos2x的周期是   

        .
指导要求:你是用什么方法画出这两个

函数的图象的? 通过函数图象你能体会到函

数“周而复始”的变化规律吗? 请同学们思

考:函数图象上、下平移或左、右平移后,它的

周期与原函数对比是否发生了变化? 如函数

y=3+3sinx的周期与函数y=3sinx的周期

一样吗?

 展题2 求下列三角函数的周期:
(1)y=3cosx;
(2)y=sin2x;

(3)y=2sin 12x-
πæ

è
ç

ö

ø
÷

6 .

指导要求:根据周期函数的定义,问题是

要找到一个最小正数T,对于函数定义域内

的每一个x 值,都有f(x+T)=f(x).如第

(2)小题,sin2(x+π)=sin2x成立,所以周期

是π.解完之后请思考:这些函数的周期与什

么有关系? 一般的结论是什么?

 展题3 填空:

(1)函数y=sin -x
2+

πæ

è
ç

ö

ø
÷

4
的周期是

            ;

(2)函数y=Asin(ωx+φ)或y=Acos(ωx+φ)

的周期仅与解析式中的         

  有关,其周期为  .
指导要求:通过前面得到的求周期的公

式来求此函数的周期,由此归纳得到的一般

性结论是什么? 因为三角函数的周期是指最

小正周期,所以计算函数周期时对自变量的

系数ω有什么要求?

  归归纳纳总总结结

请根据自己对本学时内容的学习和体

会,通过“知识结构树”“思维导图”“表格比

较”或“学习报告”等方式将你和你们小组的

成果及时记录下来,以便和别的小组进一步

交流研讨.
在总结过程中,请从知识及其联系、经

验、方法等方面予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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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只是为了寻找全新的景色,也为了拥有全新的眼光。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分级设题,精选精练

  分分层层演演练练

A.基础巩固

1.下列四个函数中为周期函数的是

(  )

A.y=3x    B.y=3x

C.y=sinx D.y=1x
2.函数f(x)=log12|sinx|的最小正周期为

(  )

A.π B.2π

C.π2 D.π4

3.函数y=sinx与y=cosx的图象的交

点的坐标为        .

4.函数y=sinωx(ω>0)的最小正周期

是π
2
,则ω=    .

B.能力提升

5.下列函数中,以π为周期的偶函数是

(  )

A.y=|sinx|
B.y=sin|x|

C.y=sin2x+πæ

è
ç

ö

ø
÷

3

D.y=sinx+πæ

è
ç

ö

ø
÷

2

6.定义在实数集 R上的函数f(x)既是

奇函数又是周期函数.若f(x)的最小正周期

为π,且当x -π2
,é

ë
êê

ö

ø
÷0 时,f(x)=sinx,则

f -5πæ

è
ç

ö

ø
÷

3
等于 (  )

A.-12 B.12

C.- 32 D.32

7.给出下列命题:

①将y=cosx的图象向左平移π
2

个单位

长度,得到y=sinx的图象;

②将y=sinx的图象向上平移2个单位

长度,得到y=sin(x+2)的图象;

③将y=cosx的图象向左平移φ 个单位

长度,可得y=cos(x+φ)的图象;

④y=sinx+πæ

è
ç

ö

ø
÷

3
的图象可由y=sinx

的图象向左平移π
3

个单位长度得到.

其中正确的命题是       (填

序号).

8.下列函数是否为周期函数:

(1)f(x)=5;

(2)f(x)=
1,x为有理数,

0,x为无理数{ .

C.拓展创新

9.已知函数f(n)=sinnπ
3
(n Z),求

f(1)+f(2)+…+f(200)的值.

10.已知函数f(x)对定义域中的每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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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都有f(x+2)=-f(x),那么它是周期

函数吗? 如果是,它的周期是多少?

11.已知f(x)是奇函数,当x>0时,

f(x)=x2-sinx,求当 x<0时,f(x)的
解析式.

12.设函数f(x)是定义在[-2π,2π]上

的奇函数,当x [0,π)时,f(x)=sinx;当

x [π,2π]时,y=f(x)的图象是斜率为2
π

且

在y轴上的截距为-2的直线在相应区间上

的部分.

(1)求f(-2π),f -πæ

è
ç

ö

ø
÷

3
的值;

(2)写出函数f(x)的表达式,画出其图

象,并根据图象写出函数f(x)的单调区间.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1.大家在学习时可以从两方面来体会正

弦函数这种“周而复始”的变化规律:一是可以

观察正弦线的变化规律,这一变化规律可以体

现在正弦函数的图象上,二是可以思考诱导公

式sin(2kπ+x)=sinx所反映的函数值的变化

规律.在此基础上就可以理解正弦函数的这一

特有性质.

 2.请同学们思考:在本学时的学习中都

用到了哪些数学方法?

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疑问?

  第三学时 正弦函数、
  余弦函数的性质(二)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引领目标
导入问题,直指学时重点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活中有许多美的事物都具有对称

性,如漂亮的蝴蝶,它停飞展翅时就是一

幅异常美丽的对称图案.

数学中的对称图形比比皆是,如圆、等

腰三角形、正方形等,都体现了数学的美.
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图象也很美,

它们除具有上一学时学习过的特有性

质———周期性以外,还有对称性,除此之

外还有哪些性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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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总是充满美好的事物,然而能看到这些美好事物的人,事实上是少之又少。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研究函数就是要讨论函数的性质,本节

学习的y=sinx,y=cosx 是函数,我们当然

也要探讨它们的性质.一般来说,我们是从定

义域、值域、奇偶性、单调性、最值等方面来研

究函数的性质.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初探问题
尊重认知规律,亲历感悟知识生成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问题一

  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奇偶性是如何得

到的? 

请阅读教材p37的有关内容,思考并回

答下列问题:

 1.回顾是如何定义奇函数、偶函数的.
奇函数、偶函数的图象有何特征?

 2.正 弦 函 数、余 弦 函 数 是 否 具 有 奇

偶性?

 3.如何判断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奇

偶性?

 问题二

  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单调性是如何得

到的? 

请阅读教材p37、p38的有关内容,思考

并回答下列问题:

 1.函数在某个区间上是增函数或减函

数,其图象有何特征?

 2.观察正弦函数在区间 -π2
,3πé

ë
êê

ù

û
úú2
上的

图象,写出它的单调递增区间和单调递减

区间.

 3.利用正弦函数的周期性写出正弦函

数y=sinx,x R的单调区间.

 4.用同样的方法写出余弦函数y=cosx,

x R的单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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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三

  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奇偶性、单调性有

哪些方面的应用?

阅读教材p38~p40的有关内容,自主完

成教 材 例3、例4、例5,思 考 并 回 答 下 列

问题:

 1.通过求解例3,归纳利用正弦函数和

余弦函数的最值可以求哪类函数的最值?

 2.例4是利用函数的单调性比较大小,

由此写出解决这类问题的步骤.

 3.例5是利用正弦函数的单调性求函

数y=Asinωx+( )φ 的单调区间,其中用到了

哪些知识?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函数y=1-sinx的定义域是  .

2.函数y=sinx+1的最大值是  ,

最小值是       ,取得最大值时自

变量x的集合是  .

3.函数y=cos2x 是      (填

“奇”或“偶”)函数.

4.画出函数y=-sinx的图象并写出函

数的单调区间.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发展创新思维,形成主动探究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问题四

  如何利用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单调性求

函数y=Asinωx+( )φ ,y=Acosωx+( )φ 的单

调区间?

 1.研究复合函数的单调性的一般方法

是什么?

 2.ω 的 正 负 对 求 函 数 y =Asin

ωx+( )φ ,y=Acosωx+( )φ 的单调区间有何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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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为已消逝之年华叹息,须正视欲匆匆溜走的时光。

 3.归纳求函数y=Asinωx+( )φ ,y=

Acosωx+( )φ 的单调区间的一般步骤.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五

  试利用正弦函数y=sinx,余弦函数y=

cosx的性质讨论函数y=Asinωx+( )φ ,y=

Acosωx+( )φ 的性质.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求下列函数的定义域:

(1)y=1+ 1
1+sinx

;

(2)y= cosx .
指导要求:确定三角函数定义域的依据

是什么? 函数的定义域就是使函数解析式有

意义的自变量x的取值集合.这里首先应写

出x满足的不等式,(1)式中要使函数解析

式有意义,则需要1+sinx≠0;(2)式是二次

根式,要使其有意义,则应有cosx≥0.

 展题2 判断下列函数的奇偶性:

(1)f(x)=|sin2x|-x·tanx;

(2)f(x)=cosx
(1-sinx)
1-sinx .

指导要求:先求函数的定义域,再利用函

数奇偶性的定义判定.
三角函数奇偶性的判别主要依据定义,

首先判定函数的定义域是否关于原点对称,

当函数的定义域关于原点对称时,再计算

f(-x),与f(x),-f(x)进行比较.

 展题3 (1)函数y=sinx+πæ

è
ç

ö

ø
÷

4
在什么

区间上是增函数?

(2)函数y=3sin π3-2
æ

è
ç

ö

ø
÷x 在什么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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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减函数?

指导要求:可依据函数y=sinx(x R)

和y=cosx(x R)的单调区间来求本题函

数的单调区间.

在解第(2)题时要注意“π
3-2x

”中的负

号对单调性的影响,这是解此类问题时的易

错点.

  归归纳纳总总结结

请根据自己对本学时内容的学习和体

会,通过“知识结构树”“思维导图”“表格比

较”或“学习报告”等方式将你和你们小组的

成果及时记录下来,以便和别的小组进一步

交流研讨.
在总结过程中,请从知识及其联系、经

验、方法等方面予以梳理.
下面是一位同学的整理,你有更好的吗?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分级设题,精选精练

  分分层层演演练练

A.基础巩固

1.函数y=-sin2x (  )

A.为奇函数

B.为偶函数

C.既是奇函数又是偶函数

D.为非奇非偶函数

2.下列函数在 π
2
,é

ë
êê

ù

û
úúπ 上是增函数的是

(  )

A.y=sinx    B.y=cosx

C.y=sin2x D.y=cos2x

3.存在x,使得sinx≥a成立,则a的取

值范围是           .

4.把下列三角函数值按从小到大的顺序

排列起来为            .

sin4π5
,sin32π5

,cos5π12
,-cos5π4.

B.能力提升

5.函数y=sinx+πæ

è
ç

ö

ø
÷

4
在闭区间 (  )

A.-π2
,πé

ë
êê

ù

û
úú2
上是增函数

B.-3π4
,πé

ë
êê

ù

û
úú4
上是增函数

C.[-π,0]上是增函数

D.-π4
,3πé

ë
êê

ù

û
úú4
上是增函数

6.函数f(x)=2sin(ωx+φ)(ω>0)对任

意x都有f π
6+

æ

è
ç

ö

ø
÷x =f π

6-
æ

è
ç

ö

ø
÷x ,则f πæ

è
ç

ö

ø
÷

6
的值为

(  )

A.2或0

B.-2或2

C.0

D.-2或0

7.已知函数f(x)=2sinωx+πæ

è
ç

ö

ø
÷

6
(ω>0),

y=f(x)的图象与直线y=2的两个相邻交

点间的距离等于π,则f(x)的单调递增区间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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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过程的景观一直在变化,向前跨进,就看到与初始不同的景观,再上前去,又是另一番新的气象。

8.求下列函数的定义域和值域:

(1)y=lgsinx;

(2)y=2cos3x.

C.拓展创新

9.已知函数f(x)= 2sin2x+πæ

è
ç

ö

ø
÷

4 .

(1)求函数f(x)的最小正周期及单调增

区间;

(2)当x -π4
,πé

ë
êê

ù

û
úú4
时,求函数f(x)的

最大值及最小值.

10.已知α,β 0,πæ

è
ç

ö

ø
÷

2
,且cosα>sinβ,试

比较α+β与π
2

的大小.

11.已知函数f(x)=sin(ωx+φ)0<φ<
2πæ

è
ç

ö

ø
÷

3
的最小正周期为π.

(1)求当函数f(x)为偶函数时φ的值;

(2)若函数f(x)的图象过点 π
6
,3æ

è
ç

ö

ø
÷

2
,

求f(x)的单调递增区间.

12.已知ω是正数,函数f(x)=2sinωx

在区间 -π3
,πé

ë
êê

ù

û
úú4
上是增函数,求ω 的取值

范围.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1.本学时是三角函数的重点内容,学习

了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的性质.请大家回忆,

我们是从哪些方面来研究这些性质的?

 2.这一学时的学习使我们进一步体会

到了数形结合、转化与化归、类比的思想方法

及观察、归纳、从特殊到一般的辩证统一的

观点.
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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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学时 正切函数的性质与图象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引领目标
导入问题,直指学时重点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据脍炙人口的《列子·汤问》记载,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日,一儿曰:“日初

出苍苍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

者热而远者凉乎?”事实上,中午的气温

较早晨高,主要原因是早晨太阳斜射大

地,中午太阳直射大地.在相同的时间,

相等的面积上,物体在直射状态下比在

斜射状态下吸收的热量多,这就涉及太

阳光与地面的角度问题.那么这与正切

函数的图象和性质有什么关系呢?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我们已经学习了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的

性质,函数的研究具有其本身固有的特征和

研究方式.一般来说,对函数性质的研究总是

先作图象,通过观察图象获得对函数性质的

直观认识,然后再从代数的角度对性质作出

严格的表述.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初探问题
尊重认知规律,亲历感悟知识生成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问题一

  正切函数的性质是什么?

请阅读教材p42、p43的有关内容,完成

“探究”栏目中的问题,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正切函数的性质是从哪些方面描述

的? 与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描述方向一

致吗?

 2.请说出正切函数的性质有哪些? 这

些性质是怎样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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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会只因年龄而衰老,我们是因放弃我们的理想而衰老。

 问题二

  如何画正切函数的图象?

阅读教材p43~p45的有关内容,自主完

成教材例6,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我们学习了正弦线、余弦线、正切线,

你能画出第四象限角的正切线吗?

 2.我们知道作周期函数的图象一般是

先作出长度为一个周期的区间上的图象,然

后向左、右扩展,这样就得到了它在整个定义

域上的图象.那么我们先选哪一个区间来研

究正切函数呢? 为什么?

 3.类比正弦函数图象的作法,说说如何

用正切线作出正切函数y=tanx,x -π2
,πæ

è
ç

ö

ø
÷

2
的图象.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函数y=tanx+πæ

è
ç

ö

ø
÷

3
的定义域为

(  )

A.x Rx≠kπ+π6
,k{ }Z

B.x Rx≠kπ-π6
,k{ }Z

C.x Rx≠2kπ+π6
,k{ }Z

D.x Rx≠2kπ-π6
,k{ }Z

2.观察正切曲线,当x       
时,tanx>0.

3.不 求 值,比 较tan135°与tan138°的

大小.

4.写出函数y=tanx+πæ

è
ç

ö

ø
÷

5
,x≠kπ+

3π
10
(k Z)的单调区间及在此区间上的增

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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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发展创新思维,形成主动探究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问题三

  教材根据诱导公式、正切线等知识研究了

正切函数的性质,试从正切函数的图象出发,

讨论正切函数的性质.

 问题四

  正切函数的性质与正弦函数、余弦函数的

性质有什么区别?

 1.正切函数的单调性与正弦函数、余弦

函数的单调性有什么不同?

 2.用表格的形式系统地归纳正弦函数、

余弦函数、正切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五

  如何利用正切函数y=tanx 的性质研究

函数y=tanωx+( )φ 的性质?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1)求函数y=tan2x的定义域;

(2)求函数y= log12tanx的定义域.
指导要求:对于第(1)题,只需将2x 看

成整体,使之满足什么条件就能求得函数的

定义域? 对于第(2)题,涉及的函数比较多,

需要综合考虑哪些方面才能得到所需要的不

等式? 而得到不等式之后如何来解可求得函

数的定义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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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会使皮肤老化,而放弃热情却会使灵魂老化。

 展题2 比较tan -11πæ

è
ç

ö

ø
÷

5
与tan -17πæ

è
ç

ö

ø
÷

7
的

大小 .
指导要求:如何将正切函数的自变量化

到同一单调区间? 如何运用函数的单调性比

较大小?

 展题3 求函数y=-tan2x+2tanx+1

-π4≤x≤
πæ

è
ç

ö

ø
÷

3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指导要求:观察已知可知,函数解析式是

二次函数的结构形式,可以采用什么方法求

此函数的最值?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变

量的取值范围有什么作用?

  归归纳纳总总结结

请根据自己对本学时内容的学习和体

会,通过“知识结构树”“思维导图”“表格比

较”或“学习报告”等方式将你和你们小组的

成果及时记录下来,以便和别的小组进一步

交流研讨.
在总结过程中,请从知识及其联系、经

验、方法等方面予以梳理.
下面是一位同学的整理,你有更好的吗?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分级设题,精选精练

  分分层层演演练练

A.基础巩固

1.函数y=tanx x≠kπ+π2
,kæ

è
ç

ö

ø
÷Z 在

定义域上的单调性为 (  )

A.在整个定义域上为增函数

B.在整个定义域上为减函数

C.在每一个开区间 -π2+kπ
,π
2+k

æ

è
ç

ö

ø
÷π

(k Z)上为增函数

D.在每一个开区间 -π2+2kπ
,π
2+2k

æ

è
ç

ö

ø
÷π

(k Z)上为减函数

2.对于tan -13πæ

è
ç

ö

ø
÷

4
,tan -17πæ

è
ç

ö

ø
÷

5
的大小

关系,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

A.tan -13πæ

è
ç

ö

ø
÷

4 <tan -17πæ

è
ç

ö

ø
÷

5

B.tan -13πæ

è
ç

ö

ø
÷

4 >tan -17πæ

è
ç

ö

ø
÷

5

C.tan -13πæ

è
ç

ö

ø
÷

4 =tan -17πæ

è
ç

ö

ø
÷

5

D.大小关系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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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函数y=3tan2x+2πæ

è
ç

ö

ø
÷

3
的图象的对称

中心的坐标是       .

4.若函数f(x)=2tankx+πæ

è
ç

ö

ø
÷

3
的最小

正周期T 满足1<T<2,则自然数k的值为

    . 

B.能力提升

5.函数y=tan2x+πæ

è
ç

ö

ø
÷

4
的图象的对称中心是

(  )

A.kπ-π4
,æ

è
ç

ö

ø
÷0 ,k Z

B.kπ2-
π
4
,æ

è
ç

ö

ø
÷0 ,k Z

C.kπ2-
π
8
,æ

è
ç

ö

ø
÷0 ,k Z

D.kπ4-
π
8
,æ

è
ç

ö

ø
÷0 ,k Z

6.函数y=tan x
2-

πæ

è
ç

ö

ø
÷

3
在一个周期内

的图象是 (  )

A

 

B

C

 

D

7.函 数 y = sinx + tanx,x

-π4
,πé

ë
êê

ù

û
úú4
的值域为        .

8.比较大小:

(1)tan125°与tan137°;

(2)tan -4πæ

è
ç

ö

ø
÷

3
与tan -11πæ

è
ç

ö

ø
÷

5 .

C.拓展创新

9.利 用 函 数 图 象 解 不 等 式 -1≤

tanx≤ 33.

10.已知函数f(x)=-tan2x-πæ

è
ç

ö

ø
÷

3
,求

函数f(x)的最小正周期,判断函数f(x)的

奇偶性,并求其单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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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没有声音的锉刀。

11.已知f(x)是定义在 R上的奇函数,

函数F(x)=f(tanx).
(1)判断F(x)的奇偶性并加以证明;

(2)求证:方程 F(x)=0至少有一个

实根.

12.已知函数f(x)=-tan2x+tanx+

m,x -π4
,πé

ë
êê

ù

û
úú4 .若1≤f(x)≤5恒成立,

求m 的取值范围.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1.观察正切函数的图象,你是否发现它

是中心对称图形? 你能说出它的对称中心

吗? 它是轴对称图形吗?

 2.本学时的研究方法是由数及形、由形

及数相结合,这也是我们研究函数的基本方

法.特别是还运用了类比的方法,数形结合、

化归的数学思想.请同学们思考总结:这种多

角度观察、探究问题的方法对我们今后的学

习有什么指导意义?

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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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函数y=Asin(ωx+φ)的图象

  第一学时 函数y=Asin(ωx+φ)
  的图象(一)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引领目标
导入问题,直指学时重点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生物实验室里,我们看到的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是学习生物遗传知识的

重要模型,它把DNA分子的结构直观地

展现在我们面前.实际上,根据研究的不

同需要,这样的模型存在大小之分,但其

形状却总是与正弦曲线相似.在制作这

些模型时应根据需要进行大小调整,那

么你能理解大小调整的思想与方法吗?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1.在物理和工程技术的许多问题中,都
要遇到形如y=Asin(ωx+φ)的函数(其中

A,ω,φ是常数).例如,物体做简谐振动时位

移y与时间x 的关系,交流电中电流y与时

间x 的关系等,都可以用这类函数来表示.
这些问题的实际意义往往可从其函数图象上

直观地看出.

 2.从解析式来看,函数y=sinx 与函数

y=Asin(ωx+φ)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从图象

上看,函数y=sinx与函数y=Asin(ωx+φ)存
在着怎样的关系?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初探问题
尊重认知规律,亲历感悟知识生成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问题一

  参数φ对函数y=Asin(ωx+φ)的图象有

怎样的影响?

请阅读教材p49、p50的有关内容,思考

并回答下列问题:

 1.观察交流电的电流随时间变化的图

象,它与正弦曲线有何关系? 你认为可以怎

样讨论参数φ,ω,A 对函数y=Asin(ωx+φ)

的图象变化的影响?

 2.分别在函数y=sinx 和函数y=

sinx+πæ

è
ç

ö

ø
÷

3
的图象上各恰当地选取一个纵坐

标相同的点,沿两条曲线同时移动这两点,并

保持它们的纵坐标相等,观察它们的横坐标

有何关系.由此可得函数y=sinx 和函数y

=sinx+πæ

è
ç

ö

ø
÷

3
的图象有何关系?



第一章 三角函数 / 65   

“伟大”这个名词未必非出现在规模很大的事情不可;生活中微小之处,照样可以伟大。

 3.请概述如何由正弦曲线y=sinx经过

图象变换得到函数y=sin(x+φ)的图象.

 问题二

  参数ω对函数y=Asin(ωx+φ)的图象有

怎样的影响?

阅读教材p50、p51的有关内容,思考并

回答下列问题:

 1.分别在函数y=sin2x+πæ

è
ç

ö

ø
÷

3
和函数

y=sinx+πæ

è
ç

ö

ø
÷

3
的图象上各恰当地选取一个

纵坐标相同的点,沿两条曲线同时移动这两

点,并保持它们的纵坐标相等,观察它们的横

坐 标 有 何 关 系.由 此 可 得 函 数 y =

sin2x+πæ

è
ç

ö

ø
÷

3
和函数y=sinx+πæ

è
ç

ö

ø
÷

3
的图象

有何关系?

 2.请概述如何由正弦曲线y=sinx经过

图象变换得到函数y=sinωx的图象.

 问题三

  参数A 对函数y=Asin(ωx+φ)的图象有

怎样的影响?

阅读教材p51、p52的有关内容,思考并

回答下列问题:

 1.分别在函数y=3sin2x+πæ

è
ç

ö

ø
÷

3
和函

数y=sin2x+πæ

è
ç

ö

ø
÷

3
的图象上各取一个横坐

标相同的点,沿两条曲线同时移动这两点,并

使它们的横坐标保持相同,观察它们的纵坐

标 有 何 关 系.由 此 可 得 函 数 y =

3sin2x+πæ

è
ç

ö

ø
÷

3
和函数y=sin2x+πæ

è
ç

ö

ø
÷

3
的图

象有何关系?

 2.请概述如何由正弦曲线y=sinx经过

图象变换得到函数y=Asinx的图象.

 问题四

  用什么方法来画出函数y=Asin(ωx+φ)

的简图?

阅读教材p52~p54的有关内容,自主完

成教材例1,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请 将 教 材 p52 得 到 函 数 y=

Asin(ωx+φ)(A>0,ω>0)的图象的过程填

写完整,并体会其中的含义.

 2.教材中怎样由函数y=sinx的图象变

换得到函数y=3sin2x+πæ

è
ç

ö

ø
÷

3
的图象? 可否

先伸缩后平移? 怎样先伸缩后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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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已知函数y=sinx的图象为C.

1.为了得到函数y=sinx-πæ

è
ç

ö

ø
÷

4
的图

象,只需把C上所有的点  ;

2.为了得到函数y=sin2x+πæ

è
ç

ö

ø
÷

4
的图

象,只需把C上所有的点  

 

 ;

3.为了得到函数y=3sinx+πæ

è
ç

ö

ø
÷

4
的图

象,只需把C上所有的点  

 

 ;

4.为了得到函数y=sinx+3的图象,只

需把C上所有的点  .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发展创新思维,形成主动探究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问题五

  如何理解参数φ,ω,A对函数y=Asin(ωx+

φ)的图象变化的影响?

 1.由函数y=sinx的图象经过怎样的变

换可得到函数y=Asin(ωx+φ)的图象? 在

此过程中,参数φ,ω,A 对函数y=Asin(ωx

+φ)的图象有怎样的影响?

 2.由函数y=sinx的图象经过一系列变

换得到函数y=Asin(ωx+φ)的图象,这一过

程体现了什么数学思想?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六

  如何画出函数y=Asin(ωx+φ)的图象?

 1.如何确定“五点法”中五个点的横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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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常听、时常想、时时学习,才是真正的生活方式。

 2.写出由函数y=sinx的图象变换得到

函数y=2sin 13x-
πæ

è
ç

ö

ø
÷

6
的图象的尽可能多

的方法.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画出下列函数的简图:

(1)y=sinx+πæ

è
ç

ö

ø
÷

3
,x R;

(2)y=sinx-πæ

è
ç

ö

ø
÷

4
,x R.

指导要求:这两个函数的周期均为2π,

可以先在一个周期的闭区间内用什么方法画

出函数的简图? 再将图象进行怎样的平移可

得到函数在定义域内的图象?

 展题2 画出下列函数的简图:

(1)y=sin2x,x R;

(2)y=sin12x
,x R.

指导要求:这两个函数的周期分别是多

少? 怎样画出函数在一个周期的闭区间内的

简图? 再将图象进行怎样的变换可得到函数

在定义域内的图象?

 展题3 画出下列函数的简图:

(1)y=2sinx,x R;

(2)y=12sinx
,x R.

指导要求:这两个函数的周期都是2π,

怎样画出函数在一个周期的闭区间内的简

图? 再将图象进行怎样的变换可得到函数在

定义域内的图象?

 展 题 4 用 “五 点 法”作 函 数 y=

3sin2x+πæ

è
ç

ö

ø
÷

3
在一个周期的闭区间上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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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并指出函数的单调区间.
指导要求:用“五点法”作图,怎样确定五

个关键点? 如何描出这五个点并连线画出函

数的图象? 怎样求出函数的单调区间?

  归归纳纳总总结结

请根据自己对本学时内容的学习和体

会,通过“知识结构树”“思维导图”“表格比

较”或“学习报告”等方式将你和你们小组的

成果及时记录下来,以便和别的小组进一步

交流研讨.
在总结过程中,请从知识及其联系、经

验、方法等方面予以梳理.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分级设题,精选精练

  分分层层演演练练

A.基础巩固

1.函数y=3sin3x 的图象可以看成是

y=sin3x的图象按下列哪种变换得到的

(  )

A.横坐标不变,纵坐标变为原来的1
3

倍

B.横坐标不变,纵坐标变为原来的3倍

C.纵坐标不变,横坐标变为原来的1
3

倍

D.纵坐标不变,横坐标变为原来的3倍

2.(2016· 全 国 卷 Ⅰ)若 将 函 数y=

2sin2x+πæ

è
ç

ö

ø
÷

6
的图象向右平移1

4
个周期后,

所得图象对应的函数为 (  )

A.y=2sin2x+πæ

è
ç

ö

ø
÷

4

B.y=2sin2x+πæ

è
ç

ö

ø
÷

3

C.y=2sin2x-πæ

è
ç

ö

ø
÷

4

D.y=2sin2x-πæ

è
ç

ö

ø
÷

3

3.把函数y=12sinx
图象上各点的横坐

标变为原来的1
4

倍,可得到函数     

的图象.

4.已知函数y=Asinωx(A>0,ω>0)的

最大值是3,最小正周期是π
5
,则这个函数的

解析式是       .

B.能力提升

5.把函数y=sinx的图象向右平移π
8

个

单位长度后,再把各点的横坐标变为原来的

2倍,得到的函数的解析式为 (  )

A.y=sin 12x-
πæ

è
ç

ö

ø
÷

8

B.y=sin 12x+
πæ

è
ç

ö

ø
÷

8

C.y=sin2x-πæ

è
ç

ö

ø
÷

8

D.y=sin2x-πæ

è
ç

ö

ø
÷

4

6.已知函数y=2sin(ωx+φ)(ω>0)在

区间[0,2π]上的图象如下:

那么ω的值为 (  )

A.1       B.2

C.12 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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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事既不抱希望,也不肯学习的人,没有生存的资格。

7.为了得到函数y=sin2x-πæ

è
ç

ö

ø
÷

6
的图

象,可以将函数y=cos2x 的图象向右平移

   个单位长度.

8.用“五点法”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

作出下列函数的简图:

(1)y=sinx;

(2)y=3sinx;

(3)y=3sin13x.

C.拓展创新

9.函数f(x)=Asin(ωx+φ)+b的图象

如图,则f(x)的解析式及S=f(0)+f(1)+

f(2)+…+f(2016)的值分别为 (  )

A.f(x)=12sin2πx+1
,S=2016

B.f(x)=12sin
π
2x+1

,S=2017

C.f(x)=12sin
π
2x+1

,S=201812

D.f(x)=12sin
π
2x+1

,S=201912

10.(1)利 用“五 点 法”画 出 函 数 y=

sin 12x+
πæ

è
ç

ö

ø
÷

6
在 一 个 周 期 的 闭 区 间 内 的

简图;

(2)说明该函数图象可由y=sinx(x

R)的图象经过怎样的平移和伸缩变换得到.

11.将函数y=sin2x 的图象向左平移

φ(φ>0)个单位长度,得到的函数图象恰好

关于直线x=π6
对称,求φ的最小值.

12.已知函数f(x)=2sin2x+πæ

è
ç

ö

ø
÷

6 +a

+1.
(1)求函数f(x)的单调递增区间;

(2)当x 0,πé

ë
êê

ù

û
úú2
时,函数f(x)的最大

值为4,求a的值;

(3)在(2)的条件下,求满足f(x)=1,且

x [-π,π]的x的取值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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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1.如何画三角函数y=Asin(ωx+φ)的

图象呢? 你有哪几种方法?

 2.通过本学时的学习,你对三角函数的

图象和解析式是否有新的认识? 在本学时的

学习中你还有哪些收获?

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疑问?

  第二学时 函数y=Asin(ωx+φ)
  的图象(二)

   板板块块一一 创设问题,引领目标
导入问题,直指学时重点

  问问题题呈呈现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体振动时,若决定其位置的坐标

按余弦(或正弦)函数规律随时间变化,

这样的振动称为简谐运动,如图所示的

单摆模型.描述简谐运动的特征函数是

y=Asin(ωx+φ).

这样的函数的图象是什么? 这个函

数有什么性质呢?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在物理和工程技术的许多问题中,都要

遇到形如y=Asin(ωx+φ)的函数(其中A,

ω,φ是常数).例如,物体做简谐振动时位移

y与时间x 的关系,可用这类函数来表示.这

些问题的实际意义往往可从其函数图象上直

观地看出.因此,我们有必要画好这些函数的

图象.

   板板块块二二 自学思疑,初探问题
尊重认知规律,亲历感悟知识生成

  教教材材导导读读

 问题一

  物理中,描述简谐运动的物理量有哪些?

阅读教材p54、p55的有关内容,自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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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精神在于其自由,完全能够随心所欲地去思考、去感觉、去行动的自由。

成教材例2,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简谐运动y=Asin(ωx+φ)中是如何

定义振幅、周期、频率的?

 2.简谐运动y=Asinωx+( )φ 中的振

幅、周期、频率等与解析式中的A,ω,φ 有何

关系?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把函数y=sin2x 的图象向    
平移      个单位长度得到函数y=

sin2x-πæ

è
ç

ö

ø
÷

3
的图象.

2.函数y=6sin 14x-
πæ

è
ç

ö

ø
÷

6
的振幅是 

   ,周期是    ,频率是    ,

初相是   ,图象最高点的坐标是  

  .

  疑疑点点归归纳纳

通过上面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掌握函数

y=Asin(ωx+φ)的性质要借助于图象,作图

时要注意方法.类比正弦函数的性质,作图时

要画出性质来,读图时更要读出性质.还有一

个疑惑:由函数y=sinx 的图象变换得到函

数y=sin2x+πæ

è
ç

ö

ø
÷

3
的图象有多少种不同的

方法?

你还有什么疑惑,赶紧记录在问题卡上,

和你的同学、老师交流解答吧!

   板板块块三三 合作互助,共析问题
发展创新思维,形成主动探究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

 问题二

  如何根据函数y=Asin(ωx+φ)的图象确

定它的解析式中A,ω,φ的值?

   板板块块四四 展示交流,探究问题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将函数y=f(x)的图象沿x轴

向右平移π
3

个单位长度,再保持图象上的点

的纵坐标不变,横坐标变为原来的2倍,得到

的曲线与y=sinx的图象相同,则y=f(x)是
(  )

A.y=sin2x+πæ

è
ç

ö

ø
÷

3

B.y=sin2x-πæ

è
ç

ö

ø
÷

3

C.y=sin2x+2πæ

è
ç

ö

ø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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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sin2x-2πæ

è
ç

ö

ø
÷

3
指导要求:这是一个三角函数图象变换

问题,解题的思路是什么? 由函数y=sinx
的图 象 经 过 怎 样 的 变 换 可 以 得 到 函 数

y=sin2x+2πæ

è
ç

ö

ø
÷

3
的图象?

 展题2 (1)把函数y=cos3x+πæ

è
ç

ö

ø
÷

4
的

图象适当变换就可以得到y=sin(-3x)的

图象,这种变换可以是 (  )

A.向右平移π
4

个单位长度

B.向左平移π
4

个单位长度

C.向右平移π
12

个单位长度

D.向左平移π
12

个单位长度

(2)函数y=3sin2x+πæ

è
ç

ö

ø
÷

3
的图象可由

y=sinx的图象经过下列哪种变换得到

(  )

A.向右平移π
3

个单位长度,横坐标变为

原来的1
2

倍,纵坐标变为原来的3倍

B.向左平移π
3

个单位长度,横坐标变为

原来的1
2

倍,纵坐标变为原来的3倍

C.向右平移π
6

个单位长度,横坐标变为

原来的2倍,纵坐标变为原来的1
3

倍

D.向左平移π
6

个单位长度,横坐标变为

原来的1
2

倍,纵坐标变为原来的1
3

倍

指导要求:三角函数图象变换问题的常

规题型是:已知函数和变换方法,求变换后的

函数或图象.此题是已知变换前后的函数,求

变换方式的逆向型题目,解题的思路是什么?

 展题3 如图所示是函数y=Asin(ωx+φ)

(A>0,ω>0,|φ|<π)的部分图象,由图中条

件,写出该函数的解析式.

指导要求:本题考查利用函数图象解题

的能力和对函数图象变换的理解和掌握.解

这类题时要充分认识函数图象的有用信息,

并将其转化成解题的步骤.由函数图象中的

哪些点可知A 的值? 怎样求函数的周期,从

而确定ω的值? 怎样求得φ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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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今天的人将被明天忘记 。

 展题4 函数y=Asin(ωx+φ) A>0, æ
è
ç

 

ω>0,|φ|<
πö

ø
÷

2
的最小值是-2,其图象相邻

最高点与最低点的横坐标之差是3π,又图象

过点(0,1),求函数的解析式.
指导要求:本题虽然没有给出函数图象,

但实质也是已知三角函数图象的有关条件,

求三角函数解析式的问题.由函数的最小值

是-2,可以知道A 的值是多少? 由图象相

邻最高点与最低点横坐标之差是3π,可以知

道函数的周期是多少? 如何求得φ的值?

  归归纳纳总总结结

请根据自己对本学时内容的学习和体

会,通过“知识结构树”“思维导图”“表格比

较”或“学习报告”等方式将你和你们小组的

成果及时记录下来,以便和别的小组进一步

交流研讨.
在总结过程中,请从知识及其联系、经

验、方法等方面予以梳理.
下面是一位同学的整理,你有更好的吗?

(其中A>0,ω>0)

   板板块块五五 应用演练,再生新疑
分级设题,精选精练

  分分层层演演练练

A.基础巩固

1.函数y=sin32x 的图象可以看成是

将y=sinx的图象上所有点的横坐标变为原

来的m 倍而得到的(纵坐标不变),则m 的值为

(  )

A.32  B.
2
3  C.

4
3  D.

3
4

2.将函数y=sinx+πæ

è
ç

ö

ø
÷

6
(x R)的图象

上所有的点向左平移π
4

个单位长度,再把图

象上各点的横坐标变为原来的2倍(纵坐标

不变),则所得到的图象的解析式为 (  )

A.y=sin2x+5π1
æ

è
ç

ö

ø
÷

2
(x R)

B.y=sinx
2+
5π
1

æ

è
ç

ö

ø
÷

2
(x R)

C.y=sinx
2-

π
1

æ

è
ç

ö

ø
÷

2
(x R)

D.y=sinx
2+
5π
2

æ

è
ç

ö

ø
÷

4
(x R)

3.函数y=15sin3x-
πæ

è
ç

ö

ø
÷

3
的定义域是

          ,值域是  ,

周期是      ,振幅是      ,



数学必修4·人教A版 / 74   

频率是        ,初相是  .

4.函数y=g(x)的图象过点(2,1),则函

数y=g 1
2

æ

è
ç

ö

ø
÷x 的图象必过的点是  .

B.能力提升

5.函数y=Asin(ωx+φ)在一个周期上

的图象如图所示,则该函数的解析式是

(  )

A.y=2sinx
2-
2πæ

è
ç

ö

ø
÷

3

B.y=2sinx
2+
4πæ

è
ç

ö

ø
÷

3

C.y=2sinx
2+
2πæ

è
ç

ö

ø
÷

3

D.y=2sinx
2-

πæ

è
ç

ö

ø
÷

3

6.已知ω>0,0<φ<π,直线x=π4
和

x=5π4
是函数f(x)=sin(ωx+φ)图象的两

条相邻的对称轴,则φ等于 (  )

A.π4      B.
π
3

C.π2      D.
3π
4

7.有以下说法:

①函数y=Asinωx的最大值是A,最小

值是-A;

②函数y=Asinωx的周期是2π
ω
;

③函数y=-3sin4x 的振幅是3,最大

值是3,最小值是-3,周期是T=π2.

上述说法中正确的是   (填序号).

  8.已知函数f(x)=Asin(ωx+φ)+

B A>0,ω>0,-π2<φ<
πæ

è
ç

ö

ø
÷

2
的一系列对应

值如下表:

x -π6
π
3

5π
6

4π
3

11π
6

7π
3

17π
6

y -1 1 3 1 -1 1 3

(1)根据表中提供的数据求函数f(x)的

解析式;

(2)根据(1)的结果,若函数y=f(kx)

(k>0)的最小正周期为2π
3
,当x 0,πé

ë
êê

ù

û
úú3
时,

方程f(kx)=m 恰有两个不同的实数解,求

实数m 的取值范围.

C.拓展创新

9.函数y=2sinπx6-
πæ

è
ç

ö

ø
÷

3
(0≤x≤9)的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和为 (  )

A.2- 3 B.0

C.-1 D.-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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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会利用机会的人而言,机会就像波浪般奔向茫茫的大海,或是成为不会孵化的蛋。

10.若将函数y=tanωx+πæ

è
ç

ö

ø
÷

4
(ω>0)的

图象向右平移π
6

个单位长度后,与函数y=

tanωx+πæ

è
ç

ö

ø
÷

6
的图象重合,则ω的最小值为

(  )

A.16 B.14

C.13 D.12

11.已 知 函 数 f(x)=Asin(ωx+φ)

A>0,ω>0,φ <πæ

è
ç

ö

ø
÷

2
的图象的一个最高

点为(2,22),由这个最高点到相邻最低点

时图象与x轴交于点(6,0).
(1)求函数f(x)的解析式;

(2)求函数f(x)的单调递增区间.

12.如图所示为正弦函数f(x)=Asin(ωx+

φ)|φ|<
πæ

è
ç

ö

ø
÷

2
在一个周期内的图象.

(1)写出f(x)的解析式;

(2)将函数f(x)的图象向右平移2个单

位长度后得到函数g(x)的图象,写出g(x)

的解析式;

(3)指出g(x)的周期、频率、振幅、初相.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通过本学时的学习,大家要体会由简单

到复杂、由特殊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化归

思想,数形结合的思想,待定系数法以及数学

的应用价值等.
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