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6 Vol. 4 No. 09 2022教学教法

“1”在中职数学解题方法中的应用
魏娇娇

（晋城技师学院，山西 晋城 048000）

摘要：新的数学课程标准中明确了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是数学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的综合表现。“1”从表

象到本质在数学的不同章节中都有不同的转化应用体现，但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转化都能充分体现化归思想的简单化、熟悉化、直观化、

和谐化、正难则反等原则，从源头上解决职高学生解题过程中思维局限、计算复杂、逻辑不清、分析问题不够严谨等弊端。本文分别从

以下四个方面：直观化“1”的表现、和谐化“1”的体现、简单化“1”的构建、反向化“1”的应用对“1”在解题中应用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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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课标要求

新的数学课程标准中明确了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是数学知识与技

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的综合表现。通过实践我们

发现这些隐形的核心素养的形成往往需要师生课上课下灵活应用所

学知识解决同类或相似问题的总结中才可获得。“1”在高中数学

中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数字，简单在于它的一般形式，复杂在于

它在不同章节知识点中不同的表现意义。对于它的巧妙应用，往往

在具体计算或者分析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

“1”的应用，不仅能锻炼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同时可以让学生体验数学学习的乐趣，感受数学学习

方法对于我们知识获得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化繁为简的巧妙解

法不仅提高他们自主探索学习的积极性，而且学会用数学眼光观察

世界，用数学语言表达世界观表现出的思维品质。

二、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的重要性

数学思想是对数学本质的认识，是对具体数学内容的深化。

能用转化的方法灵活处理解题过程中所遇到的复杂问题，对我们

个人数学知识的内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故对数学思想和数学

方法的掌握程度决定了数学解题能力的高低。“1”从表象到本质

在数学的不同章节中都有不同的转化应用体现，但无论是哪种形

式的转化都能充分体现化归思想的简单化、熟悉化、直观化、和

谐化、正难则反等原则，从源头上解决职高学生解题过程中思维

局限、计算复杂、逻辑不清、分析问题不够严谨等弊端。

三、四个“1”的体现

（一）直观化“1”的表现

语言直观，化抽象为形象，图形和符号直观，显露思维过程，

促进学生对数学知识、数学概念的本质理解，增强学生问题解决

能力，提升思维品质。职高数学不同章节中对“1”都有特殊的定

义，学习的时候一定要究其本质准确应用。

1. 单位向量 1a b= =
 

的应用我们应该紧扣定义，准确应用

公式及符号表示。既然是直观化的表现我们一定要强调学生对于

书写规范及基本计算能力的考查。

2. 在不同的进制转化中 1 代表的意义不同，并不是所有的“1”

都代表十进制中的最小自然数 1。当然同一进制下“1”放在不同

位置上也都代表对应数位一个单位的权展开。

例 1：（1） ( )2100.01 转化为十进制数为 4.25。

解析： ( ) 2 1 0 -1 -2
2100.01 1 2 0 2 0 2 0 2 1 2 4.25= × + × + × + × + × =

另外“1”在职高数学很多章节中都有分界点值的重要作用，

除了是指数、对数函数的单调性参变量的分界点值以外，在圆锥

曲线的性质研究中也有很重要的区分作用，不同曲线的离心率的

取值范围不同，这在我们做选择题时第一步定性分析中起到关键

作用，准确的参量运用可使我们考试做小题时事倍功半。

例 2：下列函数在定义域内为增函数的是（　）

A、
1
2y x= B、 1

2

logy x= C、 2 xy −= D、 1y
x

=

解析：首先要对所有选项的形式对照基本初等函数的定义结构

进行等价转化，则 C、 ( )-1 12 2
2

x
xxy −  = = =  

 
；D、 11y x

x
−= = 。

其次对四个选型进行函数归类，BC 考查指对函数的单调性（当

），AD 考查幂函数的单调性（在第一象限内

，）由此可判定只有 A 选项正确。

（二）和谐化“1”的体现

“和谐化”是重要的转化策略，面对一道数学题，设法对问

题的条件或者结论进行变形，使其数或形的表现形式更加适当匀

称，各量之间的配合更加和谐，使其推演有利于运算。数学讲究

和谐美、简洁美，研究某一对象往往需要我们在条件相当的前提

下对个别不同因素做针对性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常常需要在变化

中找不变或者在不同下化相同，在形态类似的结构中再做具体性

质考查。职高数学对函数单调性性质研究时常出现底不同、形有

异等干扰形态，这就需要我们首先灵活运用灵活应用a0=1，（a ≠ 0），

特殊对数 logaa=1，loga1=0 等定点（值）在不同底的数（式子）之

间进行和谐形态的转化。

例 3.（比大小）22.5，2.50，
2.51

2
；

分析解法：灵活应用“1”的多变性，使 1=2.50=20=
01

2
；

先根据指数函数的单调性比较 22.5>20=1，再比较
2.51

2
<

01
2

=1，

这样就借助“1”的桥梁作用让三个值在两组指数函数中比较

大小，从而确定
2.51

2
<2.50<22.5。

（三）简单化“1”的构建

面对复杂问题我们总希望简单解决，这是我们就需要抓住表

象看本质，如何统一对称，如何有效衔接已知和问题，如何让变

量简化等是我们常需注意的几点。化繁为简不仅仅在于形更得考

虑质。数学逻辑思维的形成很重要的途径就是知识获取和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面对一些看似复杂的算式和问题，恰当换元找到问

题突破口使得问题简化是我们惯用策略。“1”在职高数学中就扮

演 很 重 的“ 换 元” 角 色，“ 1 lg10 lg 2 lg5= = + ”“ tan 4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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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a
a
⋅ = ”等一些常用的简单化“1”构建让我们很好的从过

程中体会方法的重要性，形成探索学习的意识，强化“选择比努

力更重要”的观念。

例 4. 计算 ( )2lg5 lg 2 lg50+ ⋅

分析：巧妙的构建“1”的常用对数，合理利用对数应用法则

及数学公式可有效对于一些常用对数综合计算进行化简合并。

解：

( ) ( )
( ) ( )
( ) ( )
( ) ( )
( )

2 2

2 2

2

2 2

2

2

2

lg5 lg 2 lg 2 5

lg5 lg 2 lg 2 lg5

lg5 lg 2 lg 2 2lg5

lg5 lg 2 2lg 2 lg5

lg5 lg 2

(lg10)
1
1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式

例 5：已知 0x ≠ ，求 2
2

161-x
x

− 的最大值，并求相应的 x 的值。

分 析： 原 式 可 化 为 2
2

161- x
x

 + 
 

， 故 需 求 2
2

16x
x

 + 
 

， 即

2
2 4x

x
 +  
 

的最小值。注意到 x 与 4
x

的积是一个常数，可用基本不

等式求解。应用  或其推论，求某一
式子的最值，需满足 a b+ 或 ab 是一个常数。特别是 a 与 b 互导时，

积的常数为 1 巧妙地应用使变量消失，成功达到变量式子到常数

值的转化。

解：原式 2
2

161- x
x

 = + 
 

∵ 2
2

16 42 8x x
x x

+ ≥ ⋅ =

∴当 4x
x

= ，即 2x = ± 时， 2
2

min

8 8x
x

 + = 
 

故原式的最大值为 1-8=-7

（四）反向化“1”的应用

逆向思维的培养往往成为我们解决某些难题的关键，方

向决定效率，在多元文化的现代教育环境下学生发散思维的

形成不能只是方法单一的灌输，我们要让他们在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学会分析对比论证，一题多解是常用的方法，同时在

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辩证思维更是我们教学要关注的重点。故

“反向”包含借助对立面求解概率问题和巧妙借用基本关系式

等“1”的恒等形式配凑结构的由简
借繁等解题方法。

例 6：袋中有 6 个球，其中 4 个白球，2 个红球，从中任取两

个球，求：

（1）两个球都是白球的概率；

（2）两个球中至少有一个红球的概率；

解析：此题考查随机事件概率 ( ) mP A
n

= ，任取两个球的基本

事件总数为 2
6n C= ，（1）从 6 个球中任取两个球都是白球的基本

事件数为 2
4m C= ，（2）两个球中至少有一个红球，可考虑其对

立面，利用 ( ) ( )1p A p A= − 得到。故：

（1）
2
4
2
6

2
5

Cp
C

= = ；（2）法一：
1 1 2
2 4 2

2
6

9 3
15 5

C C CP
C
+

= = = ；法二：

2 31
5 5

p = − =

例 7.（求值）已知 tanα=-4

求（1）sin2α；（2）3sinαcosα；

解法分析：巧用“1”构建等量分式，都除以 sin2α+co2α=1，

变形式子可得：

解：（1） 2sin α （2） 3sin cosα α

( )
( )

2

2 2

2

2

2

2

sin
sin cos
tan

tan 1
4

4 1
16

16 1
16
17

α
α α
α

α

=
+

=
+

−
=

− +

=
+

=

( )
( )

2 2

2

2

3sin cos
sin cos
3tan

tan 1
3 4
4 1
12
17

α α
α α
α

α

=
+

=
+

× −
=

− +

−
=

由此可见，无论是哪种形式的“1”的应用，无不体现换元法

解题的巧妙之处，验证了化归思想对于数学教学解题的帮助。不

一定“1”是题中明确告诉的，也许需要我们结合章节知识综合分

析，有时需要我们无中生“1”，有时反其道行“1”，最后发现

柳暗花明又一村。

（四）“1”的应用总结

简单而平凡的“1”在我们数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不

仅是我们解题的法宝钥匙，更是我们数学思想获得的关键词。在

各章知识学习的过程中，“1”有时是知识的基本单位，我们需要

知其形明其意；“1”有时是研究性质的关键识别点值，我们要合

理借助它建立章节内容网状图建立学习脑图以便对应知识的明了；

“1”有时是我们解决问题的重要桥梁，时而无中生有构建“1”，

时而显中需隐替换“1”，我们要对问题的本质常做反思总结，形

成自我认知和能力塑造。总之，无论是哪种形式的“1”的转化应

用都能充分体现化归思想的简单化、熟悉化、直观化、和谐化、

正难则反等原则，方便我们从容面对同一题型的转化及不同题型

的划归整理。合理使用“1”的各种转化，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学

会用数学眼光观察世界，用数学语言表达世界观表现出的思维品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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