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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模块块知知识识梳梳理理

坐标系—

— 平面直角坐标系

— 极坐标系

— 简单曲线的极坐标方程 —
— 圆的极坐标方程

— 直线的极坐标方程

— 柱坐标系与球坐标系

参数方程—

— 参数方程与普通方程的互化

— 圆的参数方程

— 椭圆的参数方程

— 双曲线的参数方程

— 直线的参数方程

— 抛物线的参数方程

— 渐开线与摆线

 学学 法法 点点 拨拨

 1.坐标系是数与形结合的桥梁,是解析几何的基础.在坐标系中,可以用有序实数组确

定点的位置,用方程表示曲线,用代数形式刻画几何图形,实现数与形的有机统
﹏﹏﹏﹏﹏﹏﹏﹏﹏﹏﹏

一.
 2.对各种坐标系的理解及应用.为便于用代数的方法刻画几何图形或描述自然现象,

需建立不同的坐标系.极坐标系、柱坐标系、球坐标系等是与直角坐标系不同的坐标系,对
于某些几何图形,选用这些坐标系可以使建立的方程更加简

﹏﹏﹏﹏﹏﹏﹏﹏﹏﹏﹏﹏﹏﹏﹏﹏﹏﹏﹏﹏﹏
单,同一几何图形的方程在
﹏﹏﹏﹏﹏﹏﹏﹏﹏﹏﹏﹏

不

同的坐标系中具有不同的形
﹏﹏﹏﹏﹏﹏﹏﹏﹏﹏﹏﹏﹏﹏

式.
 3.参数方程是以参变量为中介来表示曲线上点的坐标的方程,是曲线在同一坐标系

下的又一种表示形式.学习参数方程,让学生进一步体会解决数学问题时方法的灵活多变.
 4.要重视从实际背景到建构数学模型的过程,体会选择适当的坐标系可以使表示图

形的方程具有更方便、简捷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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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一讲讲  坐坐  标标  系系

 本讲学习导航
先行一步,步步先行

内内容容概概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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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讲在学科知识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利用直角坐标系使平面上的点与坐标(有序实数对)、曲线

与方程建立了一一对应关系,从而实现了数与形的结合.根据几何对象的特征,选择建立合

适的坐标系,得到其方程,通过研究方程的有关性质来研究该几何对象的特征,这为数学的

发展及应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坐标系是解析几何的基础,在坐标系中,我们可以用有

序实数组来确定点的位置,进而用方程刻画几何图形的性质.为了便于用代数的方法刻画

几何图形或描述自然现象,需要建立不同的坐标系,如平面直角坐标系、空间直角坐标系、

极坐标系、柱坐标系、球坐标系等,而极坐标系、柱坐标系、球坐标系都是与直角坐标系不同

的坐标系,对于有些几何图形,选用这些坐标系可以使建立的方程更加简单实用.

 2.本讲学习目标及解析

本讲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平面直角坐标系以及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伸缩变

换.通过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建立,明确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的一些规则,初步认识坐标法.
通过具体的例子,了解在平面直角坐标系的伸缩变换作用下平面图形的变化情况.第二部

分是极坐标系以及简单曲线的极坐标方程.平面直角坐标是人们公认的最易接受并被经常

采用的确定点的位置的方法,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而极坐标的产生是人们生产、生活的

需要,有些复杂曲线用极坐标表示,就变得十分简单且便于处理,并能应用极坐标与直角坐

标的互化公式,化为直角坐标方程.第三部分是柱坐标系和球坐标系简介.空间直角坐标

系、柱坐标系和球坐标系都是刻画空间点的位置的方法,而柱坐标系和球坐标系都是在空

间直角坐标系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三种三维坐标系互不相同,又有联系,能够互相转化,只

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空间点的位置.对于不同的数学问题可以选取适当的坐标系,使问

题的处理变得简单快捷,进而提高学生的认识和选择能力.

 3.本讲体现的数学思想及学习方法

本讲体现的基本数学思想是坐标法思想,基本学习方法是如何建立坐标系才有利于解

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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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课程程标标准准》》要要求求

内容标准 学习要求

  回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刻画点的位

置的方法,体会坐标系的作用.

  坐标系是联系几何与代数的桥梁,是数形结

合的有力工具.如何建立坐标系才能有利于我们

解决问题是学习的关键所在.

  通过具体的例子,了解在平面直角坐标

系伸缩变换作用下平面图形的变化情况.
  坐标的变换可使平面图形发生变形,要明确

变形的规律及有关公式.

  能在极坐标系中用极坐标刻画点的位

置,体会在极坐标系和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刻

画点的位置的区别,能进行极坐标和直角坐

标的互化.

  极坐标是解决数学问题、认识客观世界的一

种重要工具,明确极坐标适用的范围以及与直角

坐标的联系与区别,掌握两者之间的转化关系.

  能在极坐标系中给出简单图形(如过极

点的直线、过极点或圆心在极点的圆)的方

程.通过比较这些图形在极坐标系和平面直

角坐标系中的方程,体会在用方程刻画平面

图形时选择适当坐标系的意义.

  求曲线的极坐标方程有两种方法,一是求出

直角坐标方程,进而转化为极坐标方程;另一种

是直接寻求曲线上的点 M(ρ,θ)的极坐标ρ,θ间

的关系,一般思路是连接OM,构造三角形,利用

正弦定理或余弦定理寻求|OM|与θ间的关系.

  借助具体实例(如圆形体育场看台的座

位、地球的经纬度等)了解在柱坐标系、球坐

标系中刻画空间中点的位置的方法,并与在

空间直角坐标系中刻画点的位置的方法相

比较,体会它们的区别.

  明确柱坐标系的定义及其与极坐标系间的

关系,球坐标系的定义及其与极坐标系、柱坐标

系间的关系,明确坐标系的实际应用价值.在直

角坐标与柱坐标、球坐标的转换公式的应用中,
明确θ,φ的取值范围及点所在的象限,准确取值,
才能无误.

学学法法指指导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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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理解并体会坐标法思想

坐标法是用代数的方法研究几何问题,是联系几何与代数的桥梁,是数与形结合的有力
﹏﹏﹏﹏﹏﹏﹏﹏﹏﹏﹏﹏﹏﹏﹏﹏﹏﹏﹏﹏﹏﹏﹏﹏﹏﹏﹏﹏﹏﹏﹏﹏﹏﹏﹏﹏﹏﹏﹏

工

具,是数学中最重要的基本方法之一,而坐标系是坐标法的基
﹏﹏﹏﹏﹏﹏﹏﹏﹏﹏﹏﹏﹏﹏﹏﹏﹏﹏﹏﹏﹏﹏﹏﹏﹏﹏﹏

础.坐标系的建立使平面或空间中

点的位置都可用有序实数组(坐标)来刻画,在不同的坐标系中,这些数所体现的几何含义不同.
同一几何图形(曲线)的方程在不同坐标系中具有不同的形式,因此选择适当的坐标系可以使

﹏﹏﹏﹏﹏﹏﹏﹏﹏﹏﹏﹏
表

示图形的方程具有更简便的形
﹏﹏﹏﹏﹏﹏﹏﹏﹏﹏﹏﹏﹏﹏

式,因而更便于研究图形的性质和问题的解决.

 2.体会根据问题的特点选择不同坐标系的必要性

在坐标系的学习中,引导学生尝试建立坐标系,说明建立坐标系的原则,激励学生的发散思

维和创新思维,并通过具体实例说明建立不同坐标系有哪些方便之处.

 3.加强知识间的联系与转化

柱坐标与球坐标和直角坐标一样,都是为了刻画点的位置,它们之间互不相同,又有联系,

能够互相转化.学习中要加强知识之间的联系与转化,从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数学问题,培养探究

数学问题的兴趣和能力,体会数学在实际中的应用价值,提高应用意识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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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面直角坐标系

第一学时 平面直角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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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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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是最简单的平面图形,是由三

条线段首尾连接而成.三角形不但具有稳

定性,而且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比如:三角

形的三条高线交于一点,三边的中垂线交

于一点,三条中线交于一点等,这些性质你

能用几何方法证明吗? 用代数方法呢? 通

过对本学时内容的学习,同学们不但会用

代数方法证明这些性质,更重要的是掌握

用代数处理几何问题的方法———坐标法.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1.坐标法:通过建立坐标系(直线坐标

系或平面直角坐标系),将几何问题转化为代

数问题,再通过一步步的代数运算来解决问

题的方法.

 2.两点间的距离公式

若A,B 为数轴上的两点,A,B 的坐标

分别为x1,x2,则A,B 两点间的距离为|AB

|=|x2-x1|. 
若A,B 两点的坐标分别为A(x1,y1),

B(x2,y2),则A,B 两点间的距离为|AB|=

(x1-x2)2+(y1-y2)2 .当 AB 平行于x
轴时,|AB|=|x2-x1|;当AB 平行于y 轴

时,|AB|=|y2-y1|;当B 为原点时,|AB|

= x21+y21 . 

 3.中点坐标公式

已知A(x1,y1),B(x2,y2),M(x,y)为

线段AB 的中点,则有
x=x1+x22

,

y=
y1+y2
2

ì

î

í

ï
ï

ï
ï .

 4.斜率公式

已知A(x1,y1),B(x2,y2)(x1≠x2),则

直线AB 的斜率k=y2-y1x2-x1.

 5.点到直线的距离

点P(x0,y0)到直线Ax+By+C=0的

距离d=|Ax0+By0+C|
A2+B2

.

 6.两条平行直线间的距离

两条平行直线Ax+By+C1=0与Ax

+By+C2=0之间的距离d=|C1-C2|
A2+B2

.

 7.用坐标法证明问题的基本步骤:

(1)根据题设条件,在适当的位置建立坐

标系;

(2)设出未知点的坐标,然后根据题设条

件推导出所求未知点的坐标满足的关系式,

进而推导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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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标法的含义是什么?

阅读教材p2、p3“思 考”栏 目 之 前 的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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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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思考并回答下列问题:

 1.什么是坐标法?

 2.坐标法是用代数的方法研究几何问

题.而数与形结合的桥梁是坐标系,怎样建立

坐标系才有利于我们解决问题?

 问题二

  建立坐标系有什么原则?

阅读教材p3、p4的有关内容,思考并回

答下列问题:

 1.尝试建立不同的坐标系解决教材

例1.

 2.在建立不同的直角坐标系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请总结出建立直角坐标系的原则.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已知点A(3,6),B(1,-2),则AB 的

中点坐标为 ,线段 AB 的 长 度 为

,AB 的垂直平分线的方程为  

       .

  2.(1)到定点F1(-3,0),F2(3,0)的距

离和为10的点P 的轨迹方程为     

     .
(2)到定点F1(-3,0),F2(3,0)的距离的

差为4的点P的轨迹方程为 .

  疑疑点点归归纳纳

在教材例1的求解中,能否以BC 所在

的直线为x 轴,B 点(或C 点)为原点建立平

面直角坐标系呢? 结论是否相同呢?

直角坐标系可以有不同的建立方法,根

据图形的几何特点选择适当的直角坐标系的

一些规则有:

①如果图形有对称中心,常常选对称中

心为坐标原点;

②如果图形有对称轴,常常选对称轴为

坐标轴;

③使图形上的特殊点尽可能多地放在坐

标轴上;

④如果是圆锥曲线,所建立的坐标系应

使曲线方程为标准形式.
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你还有哪些困惑?

请记录在问题卡上,记得在课上或课后要及

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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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直角坐标系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它是

如何体现数学思想的?

 1.建立直角坐标系可以解决哪些问题?

 2.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体现了怎样

的数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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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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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坐标系的建立,用数对表示平面内的一

个点的位置,到用二元一次方程表示直线,二

元二次方程表示二次曲线,其中运用了什么研

究方法? 蕴含了什么数学思想方法?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在觔ABC中,|BC|=4,觔ABC的

周长为10,求点A的轨迹方程.
指导要求:建系设点是求轨迹方程问题

中的关键环节,如何建系是决定轨迹方程繁简

的关键.由题意,可得|AB|+|AC|=6,所以点

A的轨迹是以B,C为焦点的椭圆.
如何建系才能使椭圆的方程简单呢? 其

中运用了什么方法,体现了什么数学原则?

  变式训练 动点M 到定点A(m,0)(m>

0)的距离比到y轴的距离大m,则动点 M 的

轨迹方程为 .

 展题2 用坐标法证明:觔ABC的三条

高线交于一点.
指导要求:求出两条交线的交点,验证此

点在第三条交线上是证明三线共点的常用方

法.此题中如何建立坐标系? 如何证明三线

共点呢?

变式训练 求证:觔ABC的三条边的垂

直平分线交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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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人费心将是消磨时光,能人费尽心计利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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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P(-1,5)与点Q(2,1)的距离为

(  )

A.25       B.5

C.17 D.13

  2.以A(3,2),B(-5,4)为端点的线段

AB 的垂直平分线方程为 (  )

A.4x-y+7=0

B.4x-y-7=0

C.4x+y+7=0

D.x+4y-11=0

  3.点M(1,1)到直线3x-4y+6=0的

距离为 .

  4.平行直线l1:2x-3y+5=0与l2:4x

-6y-3=0之间的距离为 .

B.能力提升

  5.已知点A(-1,3),B(3,1),点C 在坐

标轴上,∠ACB=90°,则满足条件的点C的个数是

(  )

A.1 B.2

C.3 D.4

  6.已知点E(2,0),圆 M 过点E 且与

y 轴相切,则圆心M 的轨迹方程为 (  )

A.y2=4x B.y2=8x

C.y2=-8x D.y2=4(x-1)

  7.函数y= x2+1+ x2-4x+8的最

小值为 .

  8.如果实数x,y满足x2+y2-4x+1=

0,则y
x

的最大值为 .

C.拓展创新

  9.(1)已知AO 是觔ABC边BC 的中线,

求证:|AB|2+|AC|2=2(|AO|2+|OC|2).

(2)已 知0<x<1,0<y<1,求 证:

x2+y2+ x2+(1-y)2 + (1-x)2+y2 +

(1-x)2+(1-y)2≥22,并求使等号成立的

条件.

  10.用解析法证明:

(1)等腰觔ABC底边BC 上一点到两腰

的距离和等于一腰上的高;

(2)等腰觔ABC底边BC 延长线上一点

到两腰的距离之差的 绝 对 值 等 于 一 腰 上

的高.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1.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用代数的方法

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是什么?

 2.坐标法是用代数方法研究几何问题

的有力工具,坐标法思想是数学中重要的思

想方法之一.在本学时的学习中,除了对坐标

法有所了解和掌握外,还有一种数学思想贯

穿其中,你知道是什么思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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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时 平面直角坐标系

中的伸缩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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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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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在现实生活中,有大量圆形与椭圆

形的物体,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平面

直角坐标系中,能否存在一种变换将圆

变成椭圆或将椭圆变成圆呢?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平移变换

设P(x,y)是变换前图形F:f(x,y)=0
上点的坐标,P′(x′,y′)是变换后点P 对应

的点的坐标,图形F 经变换后的图形为F′.

 1.在平移变换
x′=x+h,

y′={ y
下,点 P 与

P′的坐标有什么关系?

点P(x,y)变换后的对应点P′的坐标为

P′(x+h,y),变换后的点P′(x′,y′)所对应

的变换前的点P 的坐标为P(x′-h,y′). 

h>0时,平移变换
x′=x+h,

y′={ y
将图形F

向右平移 h 个单位长度得到图形F′;h<0

时,平移变换
x′=x+h,

y′={ y
将图形F 向左平移

h 个单位长度得到图形F′.

 2.在平移变换
x′=x,

y′=y+{ k
下,点P 与P′

的坐标有什么关系?

点P(x,y)变换后的对应点P′的坐标为

P′(x,y+k),变换后的点P′(x′,y′)所对应

的变换前的点P 的坐标为P(x′,y′-k).

k>0时,平移变换
x′=x,

y′=y+{ k
将图形F

向上平移 k 个单位长度得到图形F′;k<0

时,平移变换
x′=x,

y′=y+{ k
将图形F 向下平移

k 个单位长度得到图形F′.

 3.在平移变换
x′=x+h,

y′=y+{ k
下,点 P 与

P′的坐标有什么关系?

点P(x,y)变换后的对应点P′的坐标为

P′(x+h,y+k),变换后的点P(x′,y′)所对

应的变 换 前 的 点 P 的 坐 标 为 P(x′-h,

y′-k). 

平移变换
x′=x+h,

y′=y+{ k
将图形F:f(x,y)=

0按 向 量 a=(h,k)平 移,得 到 图 形 F′:

f(x′-h,y′-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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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图形F:f(x,y)=0上的点P(x,

y)的一个坐标不变,另一个坐标伸缩呢?

阅读教材p5、p6的有关内容,思考并回

答下列问题:

 1.由正弦曲线y=sinx 到曲线y=

sin2x的变换过程是“保持纵坐标y不变,将

横坐标x 缩为原来的1
2
”,写出此变换的代

数表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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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一笔贷款,即使守信用的借贷者也还不起。

 2.由正弦曲线y=sinx 到曲线y=
3sinx的变换过程是“保持横坐标x不变,将

纵坐标y伸长为原来的3倍”,请写出此变换

的代数表示式.

 3.怎样由正弦曲线y=sinx 得到曲线

y=3sin2x? 写出其伸缩变换.

 问题二

  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坐标伸缩变换的定

义是什么?

阅读教材p6~p8的有关内容,思考并回

答下列问题:

 1.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坐标伸缩变换

的定义是什么?

 2.如何将圆x2+y2=1变成椭圆x2
9+

y2
4=

1? 又如何将椭圆x2
9+

y2
4=1

变成圆x2+y2

=1呢?

 3.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坐标伸缩变换

可以改变曲线的类型、形状和位置吗? 请举

例说明.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直线2x-3y-

5=0经过伸缩变换
x′=12x

,

y′=3

ì

î

í

ïï

ïï y
后,变成直线

           .
  2.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曲线x2-2y2

+3x=0经过伸缩变换
x′=2x,

y′=13

ì

î

í

ïï

ïï y
后,变成曲

线        .

  疑疑点点归归纳纳

在平 面 直 角 坐 标 系 的 坐 标 伸 缩 变 换

x′=λx,

y′=μ{ y
中,点P(x,y)与点P′(x′,y′)的坐

标位置要分清,不要颠倒了.在伸缩变换下,

椭圆可以变成圆,圆可以变成椭圆,那么抛物

线、双曲线在伸缩变换下,变成了什么曲线?

能否变成圆?

除此之外,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你还有什

么困惑,请记录在问题卡上,记得在课上或课

后要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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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在x轴上的圆锥曲线在坐标伸缩变

换下,能否变成焦点在y轴上的圆锥曲线呢?

 1.椭圆x2
25+

y2
16=1

经过什么变换,可以

变成椭圆x2
16+

y2
25=1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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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双曲线与抛物线能否经过坐标伸缩

变换,使得它们的焦点所在的坐标轴发生变

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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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标伸缩变换的几何性质是什么? 坐标

伸缩变换体现了什么数学思想? 本学时所用

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坐标的平移变换与对称变换不改变曲线

的形状、大小,只改变其位置,而坐标伸缩变

换是以原点为中心,在纵、横两个坐标方向上

对坐标进行不同比例的伸缩,不但改变了曲

线的形状、大小,而且曲线的位置也有所变

化.但曲线的类别不会发生改变,这体现了坐

标伸缩变换的几何性质.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经过伸缩

变换φ:
x′=3x,

y′=2{ y
后,曲线 C 变成曲线C′:

x′2-y′2=36,求曲线C的方程.

指导要求:设出所求曲线上点的坐标,明

确变换前后的坐标及相互关系,借助已知曲

线,便可得到所求曲线.

变式训练 曲线y2=2x经过伸缩变换φ:

x′=13x
,

y′=12

ì

î

í

ï
ï

ï
ï y

后的曲线方程是 .

 展题2 求满足下列图形变换的伸缩变

换:由曲线4x2+25y2=100变成曲线x′2+

y′2=1.
指导要求:设出伸缩变换,代入方程,通

过比较,求出伸缩变换的系数.

变式训练 将曲线x2=-8y变成曲线

x2=-12y,其伸缩变换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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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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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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将点P(2,

3)变成点Q(6,6)的伸缩变换是 (  )

A.
x=3x′,

y=2y{ ′
     B.

x=13x′
,

y=12y

ì

î

í

ï
ï

ï
ï ′

C.
x=2x′,

y=3y{ ′
D.

x=12x′
,

y=13y

ì

î

í

ï
ï

ï
ï ′

  2.曲 线 y = x 经 过 伸 缩 变 换

x′=5x,

y′=12

ì

î

í

ïï

ïï y
后,变成的曲线的方程为 (  )

A.y=10x B.y=25x

C.y=52x D.y=110x

  3.点 M (-3,2)经 过 伸 缩 变 换

x=3x′,

y=12y

ì

î

í

ïï

ïï ′
后,变 成 的 点 N 的 坐 标

为 .

  4.曲 线 y=2sin3x 经 过 伸 缩 变 换

x=13x′
,

y=2y

ì

î

í

ïï

ïï ′
后,变 成 的 曲 线 的 方 程 为

. 

B.能力提升

  5.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将曲线

y=3sin2x变成曲线y′=sinx′的伸缩变换是

(  )

A.
x=2x′,

y=13y

ì

î

í

ïï

ïï ′
B.

x′=2x,

y′=13

ì

î

í

ïï

ïï y

C.
x=2x′,

y=3y{ ′
D.

x′=2x,

y′=3{ y
  6.曲 线 x2+y2=1 经 过 伸 缩 变 换

x′=15x
,

y′=13

ì

î

í

ï
ï

ï
ï y

后,变成的曲线的方程为 (  )

A.25x2+9y2=1
B.9x2+25y2=1

C.25x+9y=1

D.x
2

25+
y2
9=1

  7.直 线 5x+2y=0 经 过 伸 缩 变 换

x′=12x
,

y′=13

ì

î

í

ï
ï

ï
ï y

后 的 图 形 是 ,方 程

为 .

  8.由曲线y=cosx得到曲线y=12cos
x
3
,

其伸缩变换是 .

C.拓展创新

  9.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经过伸缩

变换φ:
x′=3x,

y′=2{ y
后,曲线 C 变成 曲 线C′:

x′2-9y′2=36,求曲线C的方程.

  10.若函数y=f(x)的图象在伸缩变换

φ:
x′=2x,

y′=3{ y
的作用下得到的曲线方程为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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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inx′+πæ

è
ç

ö

ø
÷

6
,求函数y=f(x)的最小正

周期.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1.在坐标伸缩变换中,一个伸缩变换

φ:
x′=kx,

y′=h{ y
将图形F 变成图形F′,图形F′

是否唯一?

 2.在坐标伸缩变换中,图形F 变成图形

F′,伸缩变换φ是否唯一? 举例说明.
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疑问?

二、极坐标系

第一学时 极坐标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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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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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需要用方位

和距离来刻画点的位置,比如航海、航空

中的航线就是用方位和距离来描述的;

台风中心位置、地震震中位置的预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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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是用方位和距离来刻画的.通过本学时

的学习,你将学会用方位和距离来刻画

点的位置.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极坐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十分广

泛.比如说某地在 A 地的西北方向20km
处;新华书店在学校的正西500m处等.在台

风预报、地震预报、测量、航空、航海中主要采

用极坐标的方法来描述点的位置.
在数学上,除了极坐标是用方位和距离

来刻画点的位置外,向量和复数也是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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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一味能治百病的良药。

和距离来刻画点的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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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极坐标系? 如何建立极坐标系?

阅读教材p8、p9的有关内容,思考并回

答下列问题:

 1.在平面内,直角坐标系是确定点的位

置的一种方法.极坐标系是人们确定平面上

点的位置的另一种方法,那么,为什么要使用

极坐标系呢?

 2.举出生活中用距离和角度刻画位置

的实例.尝试建立用方位和距离来确定点的

位置的坐标系.

 3.什么是极坐标系? 极坐标系的四要

素是什么?

 问题二

  极坐标与直角坐标在刻画点的位置时有

何区别?

 1.在极坐标系中,4,πæ

è
ç

ö

ø
÷

6
,4,π6+2

æ

è
ç

ö

ø
÷π ,

4,π6-2
æ

è
ç

ö

ø
÷π ,4,π6-4

æ

è
ç

ö

ø
÷π 表 示 的 点 有 什 么

关系?

 2.点的极坐标的“多值性”是极坐标与

直角坐标的重要区别.请问:如何界定极径ρ
与极角θ的取值范围,使平面内的点(除极点

外)和极坐标形成“一对一”的关系?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在 极 坐 标 系 中,点 A 的 极 坐 标 为

3,πæ

è
ç

ö

ø
÷

6
,则点A 关于极轴对称的点B 的极坐

标为 ,点A 关于极点对称的点C 的

极坐标为 ,点A 关于直线θ=π2
对

称的点D 的极坐标是 .(规定ρ>0,

θ [0,2π))

  2.直线l过点P 3,πæ

è
ç

ö

ø
÷

3
,Q4,4πæ

è
ç

ö

ø
÷

3
,则直

线l与极轴的夹角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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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疑点点归归纳纳

极点O 的极坐标为(0,θ),其特点是ρ=

0,θ R,即极点的极坐标有无数种表示.在

极坐标(ρ,θ)中,规定ρ>0,若允许ρ<0,将

怎样定义其含义,使得(ρ,θ)表示极坐标系中

的点?

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你还有什么困惑,请

记录在问题卡上,记得在课上或课后要及时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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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例说明极坐标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1.极坐标的特点是什么? 和直角坐标

系相比,其优势是什么?

 2.以生活中的实例说明极坐标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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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四

  极坐标除了多值性外,还有对称性.共线、

共圆的点的极坐标有何特点?

点(ρ,θ)关于极点对称的点的极坐标是

   ,关于极轴对称的点的极坐标是  

 ,关于过极点且垂直于极轴的直线对称的

点的极坐标是    .过极点的直线,其上

的点的极坐标有何关系? 以极点为圆心的圆

上的点的极坐标有何关系?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在极坐标系中,

(1)A5,7π3
æ

è
ç

ö

ø
÷

6
,B12,43π3

æ

è
ç

ö

ø
÷

6
两点间的距离

为    ;

(2)满足ρ=1,θ R的点P(ρ,θ)有什么

特点? 所在曲线的直角坐标方程是什么?

(3)已知两点A3,πæ

è
ç

ö

ø
÷

6
,B1,2πæ

è
ç

ö

ø
÷

3
,求A,

B 两点间的距离.
指导要求:对于(1)(3),可数形结合,根

据A,O,B 三点的位置关系求解.(2)中,ρ=1
表明点P 与极点的距离不变,进而可得曲线

的形状及方程.

 展题2 已知点P(ρ,θ),分别按下列条

件求出点Q 的极坐标.
(1)点P 与点Q 关于极点O 对称.
(2)点P 与点Q 关于极轴对称.

(3)点P 与点Q 关于直线θ=π2
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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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没有声音的锉刀。

指导要求:数形结合,利用对称性,确定

点Q 的极径和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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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P5,-97πæ

è
ç

ö

ø
÷

5
在 (  )

A.第一象限内    B.第二象限内

C.第三象限内 D.第四象限内

  2.下列各点中与点 2,πæ

è
ç

ö

ø
÷

6
不表示极坐

标系中同一点的是 (  )

A.2,-11πæ

è
ç

ö

ø
÷

6 B.2,13πæ

è
ç

ö

ø
÷

6

C.2,11πæ

è
ç

ö

ø
÷

6 D.2,-23πæ

è
ç

ö

ø
÷

6

  3.点 M 3,-4πæ

è
ç

ö

ø
÷

7
关于极轴所在的直线

对称的点的极坐标为 .

4. 在 极 坐 标 系 中,A 3,πæ

è
ç

ö

ø
÷

5
,

B2,-11πæ

è
ç

ö

ø
÷

5
两点间的距离为 .

B.能力提升

  5.在极坐标系中,等边三角形 ABC 的

两个顶点分别为A 2,πæ

è
ç

ö

ø
÷

4
,B2,5πæ

è
ç

ö

ø
÷

4
,那么顶

点C的坐标为 (  )

A.4,3πæ

è
ç

ö

ø
÷

4
或 4,7πæ

è
ç

ö

ø
÷

4

B.23,3πæ

è
ç

ö

ø
÷

4
或 23,7πæ

è
ç

ö

ø
÷

4

C.(23,π)

D.(3,π)

  6.在极坐标系中,点 P(ρ,θ)与 Q(ρ,

3π+θ)的位置关系是 (  )

A.关于极轴所在的直线对称

B.关于极点对称

C.重合

D.关于直线θ=π2
(ρ R)对称

7.在 极 坐 标 系 中,A 3,-πæ

è
ç

ö

ø
÷

6
,

B4,4πæ

è
ç

ö

ø
÷

3
,则觔AOB的面积等于 .

8. 在 极 坐 标 系 中,A 3,πæ

è
ç

ö

ø
÷

4
,

B5,-11π1
æ

è
ç

ö

ø
÷

2
两点间的距离为 .

C.拓展创新

  9.在极轴上求与点A 42,πæ

è
ç

ö

ø
÷

4
的距离

为5的点M 的极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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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图,在极坐标系中,求以 A(ρ1,

θ1),B(ρ2,θ2),C(ρ3,θ3)三 点 为 顶 点 的

觔ABC的面积.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极坐标是用方位和距离来刻画点的位置

的,因而极易和夹角、距离发生联系.已知

P1(ρ1,θ1),P2(ρ2,θ2),如何得到觔P1P2O 的

面 积 呢? 若 P3 (ρ3,θ3),又 如 何 得 到

觔P1P2P3的面积呢?

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疑问?

第二学时 极坐标和直角

坐标的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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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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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在平面内建立直角坐标系后,每个

点都有一个直角坐标;在平面内建立极

坐标系后,每个点都有极坐标.平面内同

一个点既可用直角坐标表示,又可用极

坐标表示,那么这两种坐标之间有什么

关系呢? 通过本学时的学习,我们将掌

握直角坐标与极坐标的互化公式.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1.数形结合、等价转化是重要的数学思

想.在数学学习中,始终处在数与形的转化、

等价变形的转化之中.

 2.角度与弧度的转换关系

角度 的 定 义:规 定 周 角 的 1
360

为1度

的角.
弧度的定义:等于半径的圆弧所对的圆

心角叫做1弧度的角.

1弧度= 180æ

è
ç

ö

ø
÷

π
°≈57.3°,

1°= π180
弧度≈0.01745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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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角坐标与极坐标互化的桥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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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需要时间,还得自己把它造出来。

请阅读教材p11的有关内容,思考并回

答下列问题:

 1.平面内同一个点既有直角坐标,又有

极坐标,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2.直角坐标与极坐标互化的桥梁是

什么?

 问题二

  极坐标与直角坐标互化的公式是什么?

极坐标系与直角坐标系的关系是两种坐

标互化的桥梁.以直角坐标系的原点为极点,

x轴的正半轴为极轴建立极坐标系,这时点

的直角坐标与极坐标的互化公式是什么?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点 M 的极坐标为 8,3πæ

è
ç

ö

ø
÷

4
,则它的直

角坐标为    .

2.点N 的直角坐标为(-1,-1),则它

的极坐标为 . 

  疑疑点点归归纳纳

若以直角坐标系的原点为极点,y 轴的

正半轴为极轴建立极坐标系,点的直角坐标

与极坐标之间的互化公式又是什么呢? 若以

别的方法建立极坐标系呢?

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你还有什么困惑,请

记录在问题卡上,和你的 老 师、同 学 交 流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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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直角坐标系中,以y轴为极轴,直角坐

标与极坐标的互化公式如何推导?

 1.若以直角坐标系的原点为极点,y轴

的正半轴为极轴,直角坐标与极坐标的互化

公式是什么?

 2.若以直角坐标系的原点为极点,y轴

的负半轴为极轴,互化公式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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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学时用到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从建立

直角坐标系与极坐标系的联系,到实现两种坐

标的互化,其中运用了什么研究方法? 蕴含了

什么数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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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将点M 的极坐标 6,-πæ

è
ç

ö

ø
÷

3
化成

直角坐标.
指导要求:根据点的直角坐标与极坐标

的互化公式直接求得.

 展题2 将点 M 的直角坐标(-4,-4)

化为极坐标.
指导要求:首先求得ρ(ρ>0)的大小,再

根据三角函数的定义求出tanθ的值,结合

0≤θ<2π与点M 所在的象限确定极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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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点P 的极坐标 3,5πæ

è
ç

ö

ø
÷

4
化成直角坐标为

(  )

A.32
2
,-32

æ

è
ç

ö

ø
÷

2

B.-322
,32æ

è
ç

ö

ø
÷

2

C.32
2
,32æ

è
ç

ö

ø
÷

2

D.-322
,-32

æ

è
ç

ö

ø
÷

2

2.将点Q 的直角坐标 1
4
,- 3

æ

è
ç

ö

ø
÷

4
化成极

坐标为 .

B.能力提升

  3.将点 M 的直角坐标(6,-23)化成

极坐标为 (  )

A.43,πæ

è
ç

ö

ø
÷

6      B.43,πæ

è
ç

ö

ø
÷

3
C.

43,116
æ

è
ç

ö

ø
÷π D.43,-πæ

è
ç

ö

ø
÷

6

4.在极坐标系中,A2,-πæ

è
ç

ö

ø
÷

3
,B4,2πæ

è
ç

ö

ø
÷

3
两点间的距离为    .

C.拓展创新

  5.求点E2,2πæ

è
ç

ö

ø
÷

3
关于极轴的对称点E′

的直角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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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今天的人将被明天忘记。

  6.求点F(-3,3)关于直线y=x的对

称点F′的极坐标.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1.前面研究的极坐标系都是以原点为极

点建立的,若以直角坐标系中的点(x0,y0)为极

点,以x轴正方向为极轴方向建立极坐标系,直

角坐标与极坐标的互化公式是什么?

 2.将直角坐标系中的平移变换与极坐

标、直角坐标的变换结合起来,得到的公式又

是什么?

除此之外,你还有哪些疑问?

三、简单曲线的极坐标方程 

第一学时 圆的极坐标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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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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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平面曲线C

可用方程f(x,y)=0来表示,体现了数与

形的结合;那么在极坐标系中,平面曲线

C是否可用方程f(ρ,θ)=0来表示呢?

方程f(ρ,θ)=0是否就是曲线C 的极坐

标方程呢?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在《数学2-1》中,我们学过曲线与方程

的概念.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曲线C与二元方程

f(x,y)=0满足:
(1)曲线C 上任意一点P(x,y)的坐标

都是方程f(x,y)=0的根;
(2)以方程f(x,y)=0的解为坐标的点都

在曲线C上,则称曲线C是方程f(x,y)=0的

曲线,方程f(x,y)=0是曲线C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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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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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一

  曲线的极坐标方程是什么?

请阅读教材p12、p13的有关内容,思考

并回答下列问题:

 1.在直角坐标系中,曲线的方程、方程

的曲线的概念分别是什么?

 2.在极坐标系中,极坐标方程的概念是

什么?

 问题二

  圆的极坐标方程是什么?

 1.已知圆心C 和半径r,如何建立极坐

标系,可使圆的极坐标方程最简单?

 2.曲线的极坐标方程与直角坐标方程

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圆心在极点O,半径为1的圆的极坐

标方程为 .

  2.极 坐 标 方 程ρ=4表 示 的 曲 线 是

. 

  疑疑点点归归纳纳

圆心在极点,半径为r的圆,其极坐标方

程比直角坐标方程要简单,是不是任意圆的

极坐标方程都比其直角坐标方程要简单呢?

其他曲线呢?

满足曲线C的极坐标方程的点M(ρ,θ)

一定在曲线C 上,但曲线C 上的点M(ρ,θ)

的极坐标不一定满足曲线C 的极坐标方程,

只需有一个极坐标满足方程即可.这是极坐

标方程与直角坐标方程的主要区别.
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你还有什么困惑,请

记录在问题卡上,和你的 老 师、同 学 交 流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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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的极坐标方程有什么特点?

 1.你能否写出半径为a,圆心分别为(a,

2π),a,πæ

è
ç

ö

ø
÷

2
,(a,π),a,-πæ

è
ç

ö

ø
÷

2
的圆的极坐标

方程?

 2.曲线C 的直角坐标方程与极坐标方

程的转化公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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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一道难题,那就是如何使一寸光阴等于一寸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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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本学时内容用到的方法是什么?

从曲线的直角坐标方程到曲线的极坐标

方程以及圆的极坐标方程,其中运用了什么

研究方法? 蕴含了什么数学思想?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在极坐标系中,求适合下列条件

的圆的极坐标方程:

(1)圆心在C(a,2π),半径为a的圆.
(2)圆心在C(a,π),半径为a的圆.
指导要求:∵ ☉C过极点O,∴ 可根

据直径所对的圆周角是直角来求解.

 展题2 在极坐标系中,求适合下列条件

的圆的极坐标方程:

(1)圆心在Ca,-πæ

è
ç

ö

ø
÷

2
,半径为a的圆.

(2)圆心在Ca,πæ

è
ç

ö

ø
÷

2
,半径为a的圆.

指导要求:∵ ☉C过极点,∴ 可根据

直径所对的圆周角为直角来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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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坐标系中,圆ρ=-2sinθ的圆心

的极坐标是 (  )

A.1,πæ

è
ç

ö

ø
÷

2       B.1,-πæ

è
ç

ö

ø
÷

2

C.(1,0) D.(1,π)

  2.已知圆的极坐标方程为ρ=4cosθ,圆

心为C,点P 的极坐标为 4,πæ

è
ç

ö

ø
÷

3
,则|CP|为

(  )

A.23 B.4+π
2

9

C.1+π
2

9 D.3

  3.圆心为 3,3πæ

è
ç

ö

ø
÷

2
,且过极点O 的圆的极

坐标方程为        .

  4.在极坐标系中,曲线ρ2-6ρcosθ-

2ρsinθ+6=0与极轴交于A,B 两点,则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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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间的距离等于    .

B.能力提升

  5.极坐标方程ρ=sinθ+cosθ表示的曲线是

(  )

A.直线 B.圆

C.椭圆 D.双曲线

  6.在极坐标系中,圆ρ=2cosθ的垂直于

极轴的两条切线方程分别为 (  )

A.θ=0(ρ R)和ρcosθ=2

B.θ=π2
(ρ R)和ρcosθ=2

C.θ=π2
(ρ R)和ρcosθ=1

D.θ=0(ρ R)和ρcosθ=1

  7.(2017·北京)在极坐标系中,点A 在

圆ρ2-2ρcosθ-4ρsinθ+4=0上,点P 的坐

标为(1,0),则|AP|的最小值为    .

  8.(2015·江苏)已知圆C 的极坐标方

程为ρ2+22ρsinθ-πæ

è
ç

ö

ø
÷

4 -4=0,则圆C 的

半径为    .

C.拓展创新

  9.在直角坐标系 xOy 中,已知圆 C:

x=2cosθ,

y=2sin{ θ
(θ为参数),点 P 在直线l:x+

y-4=0上,以坐标原点为极点,x轴的正半

轴为极轴建立极坐标系.
(1)求圆C和直线l的极坐标方程;

(2)射线OP 交圆C 于点R,点Q 在射线

OP 上,且满足|OP|2=|OR|·|OQ|,求点

Q 的轨迹的极坐标方程.

  10.在直角坐标系xOy中,圆C1 的方程

为(x-4)2+(y-5)2=25.以坐标原点为极

点,x轴的正半轴为极轴建立极坐标系,曲线

C2 的极坐标方程为ρ=2sinθ,求曲线C1 与

C2 交点的极坐标(ρ≥0,0≤θ<2π).

11.(2019·江苏)在极坐标系中,已知两

点A3,πæ

è
ç

ö

ø
÷

4
,B 2,πæ

è
ç

ö

ø
÷

2
,直线l的方程为ρsin

θ+πæ

è
ç

ö

ø
÷

4 =3,求:

(1)A,B 两点间的距离;

(2)点B 到直线l的距离.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1.圆心为C(a,b),半径为r的圆的极

坐标方程是什么?

 2.曲线C 的直角坐标方程与极坐标方

程如何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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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易逝,岂容我待。

第二学时 直线的极坐标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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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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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我们已经得到平面上圆的极坐标方

程,而直线是最简单的平面曲线,那么直

线的极坐标方程又是什么呢? 通过本学

时的学习,你将明确直线的极坐标方程.

  材材料料链链接接

  直线方程的五种形式:

(1)点斜式:过点P0(x0,y0),斜率为k⇒

y-y0=k(x-x0);

斜截式:过点P0(0,b),斜率为k⇒y=

kx+b. 
(2)两点式:过点P1(x1,y1),P2(x2,y2)⇒

y-y1
y2-y1=

x-x1
x2-x1

(x1≠x2,y1≠y2);

截距式:过点P1(a,0),P2(0,b)(a≠0,b

≠0)⇒x
a+

y
b=1.

(3)一般式:Ax+By+C=0(A2+B2≠

0).
(4)点向式:过点P0(x0,y0),方向向量

m=(h,k)⇒y-y0k =x-x0h .

(5)点法式:过点P0(x0,y0),法向量为

n=(h,k)⇒h(x-x0)+k(y-y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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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的极坐标方程是什么?

请阅读教材p13~p15的有关内容,思考

并回答下列问题:

 1.若ρ<0,则点 M(ρ,θ)表示极坐标平

面上的哪一点?

 2.直线l经过极点,从极轴到直线l的

角是π
6
,则直线l的极坐标方程是什么?

 问题二

  如何通过曲线C 的极坐标方程研究曲线

C 的对称性?

设曲线C的极坐标方程为ρ=ρ(θ).
若满足ρ(θ)=ρ(-θ),则曲线C 关于

对称.
若满足ρ(θ)=ρ(π-θ),则曲线C 关于

对称.
若满足ρ(θ)=ρ(π+θ),则曲线C 关于

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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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自主主测测评评

  1.过极点且斜率为1的直线l的极坐标方程为

(  )

A.θ=π4
(ρ≥0)   B.θ=

π
4
(ρ>0)

C.θ=5π4
(ρ R) D.以上都对

  2.极坐标方程为2ρcosθ+ 3ρsinθ+11
=0的曲线,其直角坐标方程是     

   .

  3.极坐标方程(ρ-1)(θ-π)=0(ρ≥0)

表示的图形是 (  )

A.两个圆

B.两条直线

C.一个圆和一条射线

D.一条直线和一条射线

  疑疑点点归归纳纳

同一条直线的直角坐标方程与极坐标方

程有什么联系? 同一条直线在不同坐标系下

的方程对你有什么启示?

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你还有什么困惑,请

记录在问题卡上,和你的 老 师、同 学 交 流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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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的极坐标方程有哪些形式?

 1.直线过极点,且极轴到该直线的角为

α,则该直线的极坐标方程是什么?

 2.过点(ρ1,θ1)且垂直于极轴的直线的

极坐标方程是什么?

 3.过点(ρ1,θ1)且平行于极轴的直线的

极坐标方程是什么?

 4.过点(ρ1,θ1)且和极轴成θ角的直线

的极坐标方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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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本学时内容用到的方法是什么?

从直线的极坐标方程的概念到直线的极

坐标方程的得到,其中运用了什么研究方法?

蕴含了什么数学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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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二字,须要拆开看,学是学,问是问。

  展展题题设设计计

 展题1 (1)求过点A(a,π)(a>0)且垂

直于极轴的直线l的极坐标方程.
(2)求过点A(a,0)(a>0)且垂直于极轴

的直线l的极坐标方程.
指导要求:根据直线l与极轴的垂直关

系及ρ,θ的几何意义进行求解.

 展题2 (1)求过点A2,-πæ

è
ç

ö

ø
÷

2
且平行于

极轴的直线l的极坐标方程.

(2)求过点A 2,πæ

è
ç

ö

ø
÷

4
且平行于极轴的直

线l的极坐标方程.

(3)求过点A 2,πæ

è
ç

ö

ø
÷

2
且平行于极轴的直

线l的极坐标方程.
指导要求:根据点A 的位置及ρ,θ的几

何意义来求解.

 展题3 求过点A 3,πæ

è
ç

ö

ø
÷

3
且和极轴成3π

4

角的直线l的极坐标方程.
指导要求:在觔OAM中,利用正弦定理

寻找ρ,θ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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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坐标方程sinθ= 32
表示的曲线是

(  )

A.一条射线 B.两条射线

C.一条直线 D.两条相交直线

  2.在极坐标系中,已知一个圆的方程为

ρ=12sinθ-πæ

è
ç

ö

ø
÷

6
,则过圆心且和极轴垂直的

直线的极坐标方程为 (  )

A.ρsinθ=33 B.ρsinθ=-33

C.ρcosθ=-3 D.ρsinθ=3

  3.将极坐标方程ρ2cosθ-ρ=0化为直角

坐标方程为 (  )

A.x2+y2=0或y=1

B.x=1

C.x2+y2=0或x=1

D.y=1

  4.在极坐标系中,点 M 4,πæ

è
ç

ö

ø
÷

3
到曲线



数学选修4-4·人教A版 / 26   

ρcosθ-πæ

è
ç

ö

ø
÷

3 =2上的点的距离的最小值为

    .

B.能力提升

5.在极坐标系中,与圆ρ=4sinθ相切的

一条直线的方程为 (  )

A.ρsinθ=2

B.ρcosθ=2

C.ρcosθ=4

D.ρcosθ=-4

6.已知曲线 C 与曲线ρ=5 3cosθ-

5sinθ关于极轴对称,则曲线C的方程为

(  )

A.ρ=-10cosθ-πæ

è
ç

ö

ø
÷

6

B.ρ=10cosθ-πæ

è
ç

ö

ø
÷

6

C.ρ=-10cosθ+πæ

è
ç

ö

ø
÷

6

D.ρ=10cosθ+πæ

è
ç

ö

ø
÷

6

7.(1)在 极 坐 标 系 中,直 线ρ(sinθ-

cosθ)=a与曲线ρ=2cosθ-4sinθ相交于A,

B 两点.若|AB|=23,则实数a的值为 

   .
(2)在极坐标系中,圆ρ=8sinθ上的点

到直线θ=π3
(ρ R)的距离的最大值是

    . 

8.(1)(2018·北京)在极坐标系中,直线

ρcosθ+ρsinθ=a(a>0)与圆ρ=2cosθ相切,

则a=    .
(2)(2016·北京)在极坐标系中,直线

ρcosθ- 3ρsinθ-1=0与圆ρ=2cosθ交于

A,B 两点,则|AB|=     .

C.拓展创新

9.(2017· 全 国 卷Ⅱ)在 直 角 坐 标 系

xOy中,以坐标原点为极点,x轴的正半轴为

极轴建立极坐标系,曲线C1 的极坐标方程为

ρcosθ=4.
(1)M 为曲线C1 上的动点,点P 在线段

OM 上,且满足|OM|·|OP|=16,求点P 的

轨迹C2 的直角坐标方程;

(2)设点A 的极坐标为 2,πæ

è
ç

ö

ø
÷

3
,点B 在

曲线C2 上,求觔OAB 面积的最大值.

10.(1)在极坐标系中,求点A 2,πæ

è
ç

ö

ø
÷

3
到

直线l:ρ(cosθ+ 3sinθ)=6的距离.
(2)在极坐标系中,曲线C1:ρ=4sinθ,曲

线C2:ρ=8sinθ.已知射线θ=π3
与C1 的异于

极点的交点为A,与C2 的异于极点的交点为

B,求|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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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要收获得好,必须耕耘得好。

11.(2019·全国卷Ⅱ)在极坐标系中,O
为极点,点M(ρ0,θ0)(ρ0>0)在曲线C:ρ=

4sinθ上,直线l过点A(4,0)且与OM 垂直,

垂足为P.

(1)当θ0=π3
时,求ρ0 及l的极坐标

方程;

(2)当点 M 在曲线C 上运动且点P 在

线段OM 上时,求点P 轨迹的极坐标方程.

  再再生生新新疑疑

 1.我们已经得到了直线和圆的极坐标

方程,能否通过直角坐标与极坐标的互化方

式,得到圆锥曲线的极坐标方程?

 2.如何建立极坐标系,使圆锥曲线的极

坐标方程简洁明了,其中涉及的圆锥曲线的

统一定义又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