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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数“图化”教学法：一种值得重视的

数学教学方法 ①

王志勇
（湘潭市第一中学，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０）

摘　要：数形结合的思想始终是中学数学教学的重要数学思想。代数问题的“图化”是这种思想的重要体现。重视代
数“图化”教学，有利于培养与训练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促进学生数学学

习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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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是研究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一门科学。数和
形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实现这种转化，既有利于探

究问题的本质又有利于对问题的求解，同时也是新课改理

念的基本要求。现行的中学数学教材对运用代数方法来

研究几何图形和对如何利用几何图形来帮助解决代数问

题有许多的介绍与探讨。根据多年数学教学实践与反思，

就如何利用图形来帮助解决代数问题（简称“图化”）进行

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一　数学应用题的“图化”
数学应用题，往往是文字描述较多，学生要有一定的

数学分析能力和一定的阅读理解能力才能有效地实施解

答。对一些关键是寻求等量关系的应用题，如能把文字叙

述“图化”，使等量关系更加直观，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例１：汽车甲、乙先后从某地出发前往 Ａ地，在距 Ａ地

１０５公里处，乙赶上甲，在这以后经过 ７
５小时，汽车甲和到

达Ａ地后立即返回的汽车乙迎面相遇，当汽车甲到达 Ａ地
时，乙已离开Ａ地１５公里。求两车的速度。

解：（如图）设甲、乙两车的速度分别为 ｘ、ｙ公里 ／
小时。

则两车在
７
５小时内共行

７
５（ｘ＋ｙ）公里，而两车继续

行进后，甲走完１０５公里，乙走了１２０公里。此时，两车费时
是相同的，帮得方程组：

７
５（ｘ＋ｙ）＝２×１０５

１０５
ｘ ＝

１２０{
ｙ


ｘ＋ｙ＝１５０
７ｙ＝８{ ｘ

解之得：ｘ＝７０，ｙ＝８０
答：甲、乙两车的速度分别为７０和８０公里 ／小时。

二　代数式的“图化”
各类函数式与代数式及与之有关的数学问题是中学

数学教学最为常见，数量较多的一类问题，其中有许多问

题所表现的数量关系可汇聚在某一特定的几何图形中。

这时，构作一相关的图形，而从图形中获取信息，寻求解答。

例２：求函数ｙ＝ ｓｉｎ槡 ｘ＋ １
１ｇ（９－ｘ２）

的定义域

解：由不等式组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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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所求定义域即为上式三个不等式解集之交集。

如图可见：ｘ∈ ０，[ )３ 且ｘ≠ 槡２２为所求定义域。

例３：已知ａ、ｂ、ｃ均大于零且ａ２＋ｂ２＋ｃ２ ＝１。

求证： １－ａ槡
２＋ １－ｂ槡

２＋ １－ｃ槡
２＋ａ＋ｂ＋ｃ＞３

解：∵ａ２＋ｂ２＋ｃ２ ＝１

∴ 证式转为 ａ２＋ｂ槡
２＋ ａ２＋ｃ槡

２＋ ｂ２＋ｃ槡
２＋ａ＋ｂ

＋ｃ＞３
据此证式及条件的特征，可作对角线长为１的长方体

ＡＣ１（如图），其中ＡＡ１ ＝ａ，Ａ１Ｂ１ ＝ｂ，Ａ１Ｄ１ ＝Ｃ。故：ＡＢ１ ＝

ａ２＋ｂ槡
２，ＡＤ１ ＝ ａ２＋ｃ槡

２，Ａ１Ｃ１ ＝ ｂ２＋ｃ槡
２，于是在

△ＡＢ１Ｃ１中，∵ＡＢ１＋Ｂ１Ｃ１ ＞ＡＣ１，∴ ａ２＋ｂ槡
２＋ｃ＞１，同

理得 ａ２＋ｃ槡
２＋ｂ＞１， ｂ２＋ｃ槡

２＋ａ＞１，以上三式相加即
获所证结论。

三　方程与不等式的“图化”
解方程与解不等式是中学数学“重头戏”，充分注意相

关函数的图象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可出其不意地获得一些

问题的妙解。

例４：已知ａ２ ＞ｂ＞ａ＞１，试将下列各数按由大到小

的顺序排列起来，ｌｏｇｂｂａ，ｌｏｇａ
ａ
ｂ，ｌｏｇａ

ｂ
，ｌｏｇｂ

ａ
。

解：由ａ２ ＞ｂ＞ａ＞１可得：

０＜ ａｂ ＜１，
ｂ
ａ ＞１，ａ＞

ｂ
ａ

于是在同一坐标系中，画出函数

ｙ＝ｌｏｇａｘ与ｌｏｇｂｘ的图象。（如图）

不难得ｌｏｇａｂ ＞ｌｏｇｂａ ＞ｌｏｇｂｂａ ＞ｌｏｇａ
ａ
ｂ

例５：已知ｘ、ｙ∈Ｒ且ｘ２＋ｙ２ ＝４，ｘ＋ｙ的最值。
解：设ｘ＋ｙ＝ｂ，则ｘ２＋ｙ２ ＝４和ｘ＋ｙ＝ｂ分别可视

为直角坐标平面上的圆和直线（如图）。

显然ｂ的最值即直线ｘ＋ｙ＝ｂ在ｙ轴上截距的最值。

故（ｘ＋ｙ）ｍａｘ＝ 槡２２，　（ｘ＋ｙ）ｍｉｎ＝－ 槡２２

四　函数解析式的“图化”
有些函数解析式若置于直角坐标系中来考虑。常常

会出现一些出人意料的几何现象，抓住这些现象就像抓住

了“狐狸”的尾巴，使问题获得解答。

例６：试求函数ｆ（ａ·ｂ）＝（ａ－ｂ）２＋（ ３－ａ槡
２＋１２

ｂ２－槡 ４）２的极小值。

解：观察已知函数发现ｆ（ａ·ｂ）是两动点Ａ（ａ， ３－ａ槡
２），

Ｂ（ｂ，－１２ ｂ２－槡 ４）的距离的平方，则｜ＡＢ｜的最小值为所

求。又知Ａ点在半圆ｘ２＋ｙ２＝３（ｙ≥０）上，Ｂ点在曲线ｘ
２

４－ｙ
２

＝１（ｙ≤０）上。观察可知 ＡＢ的最小值为 Ａ′Ｂ′＝２－槡３。即

ｆ（ａ·ｂ）的最小值获求。ｆ（ａ·ｂ）ｍｉｎ＝７－ 槡４３。

例７：求ｙ＝ ｓｉｎｘ
４ｓｉｎ２ｘ＋９

的值域ｘ∈ ０，２[ ]π

解：视ｙ为过点Ａ（－９，０）和Ｐ（４Ｓｉｎ２ｘ，Ｓｉｎｘ）两点直线
的斜率且Ｐ在ｘ＝４ｙ２且｜ｙ｜≤１，０≤ｘ≤４上。

（如图）显然有ＫＡＣ≤ｙ≤ＫＡＢ，不难得：－
１
１３≤ｙ≤

１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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