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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函数解析式不仅是考试中最基本的题型，而且

是高考重点考查的内容之一，在求解的过程中往往还蕴

含着一些数学思想方法和解题技巧，因此需引起教师与

学生的重视 . 在学习过程中应对函数的各种类型有基本的

认识，对函数的定义和性质有深刻地理解，只有这样才

能够进一步地对求解函数解析式的多种方法有所掌握并

形成能力 . 因此，为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这类问题的解法，

本文将对解析式的求法作一归纳 .

（一）待定系数法

例1　已知二次函数 ( )f x 满足 (2) 1, ( 1) 1,f f= − − = −

且 ( )f x 的最大值是 8，试确定此二次函数 .

解　由题意设二次函数为 ( 2)( 1) 1,y a x x= − + −

则有
1 9( ) 1,
2 4

y a x a= − − −

又因为 ( )f x 的最大值是 8，则
9 1 8,
4
a− − = 得 4a = − ，

因此二次函数的解析式为 24 4 7.y x x= − + +

点 评： 若 题 中 已 明 确 给 出 可 以 确 定 二 次 函 数 解

析式的条件，那么要求出待定系数就可以采用一般式

2 ( 0)y ax bx c a= + + ≠ 、 顶 点 式 2( )y a x m n= − + 和 双 根

式 1 2( )( )( 0)y a x x x x a= − − ≠ 等模型 .

（二）换元法

例2　 已 知 ( )f x 满 足 关 系
2( +1) lg , 0f x x
x

= > ， 求

( )f x 的解析式 .

解　令
2 +1 u
x

= ，由 0x > 知 1u > ，则解得
2=

1
x

u −
，

因此
2( ) lg lg 2 lg( 1),

1
f u u

u
= = − −

−
1,u > 即 ( )f x 的解析式

为
2( ) lg lg 2 lg( 1),

1
f x x

x
= = − −

−
1.x >

点评：当已知条件为复合函数的解析式，要求 ( )f x

的解析式时，此时换元法就适用 .

（三）配凑法

例3　函数 ( )f x 满足关系式 2
2

1 1( )f x x
x x

+ = + ，求

( )f x 的解析式 .[2]

解　因为 2 2
2

1 1 1( ) =( ) 2,f x x x
x x x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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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1 ,u x
x

= + 得 2( ) 2,f u u= − 又由
1 2,x
x

+ ≥

所以
2( ) 2, 2,f x x x= − ≥

因此函数的解析式为 2( ) 2, 2.f x x x= − ≥

点评：配凑法即是给等式左右两边同时加上或减

去一个式子或是对分子、分母同时乘以一个不为零的式

子 . 有目的地构造出一个式子，从而使要求解的式子能以

某种特定的形式出现，或具有某种特性，使问题向特定

的方向转化，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 .

（四）赋值法

例4　 已 知 对 任 意 ,x y R∈ ， 关 系 式

( ) ( ) (2 1)f x y f x x y y− = − − + 都 成 立， 且 (0) 1f = ， 求

( )f x 的解析式 .

解　由于 ( ) ( ) (2 1)f x y f x x y y− = − − + 对一切 ,x y 都

成立，于是令 =0x ，得 ( ) (0) (1 ) ,f y f y y− = − −

因为 (0) 1f = ，所以 2( ) 1,f y y y− = − +

再令 x y= − ，得 2( ) 1,f x x x= + +

即函数的解析式为 2( ) 1.f x x x= + +

点评：赋值法就是对变量用特殊值代入进行求解 . 对

于没有明确给出具体表达式的抽象函数来说，赋值法行

之有效 .

（五）定义法

例5　设
2 4( 2) 2x xf x x++ = − ，求 ( 2)f x − 的解析式 .

解　由于
2 24 2 4( 2) 2 2 ( 2) 2,x x xf x x x+ + −+ = − = − + +( )

则令 2x x= + ，有
2 4( ) 2 2,xf x x−= − +

再令 2x x− = ，所以函数 ( 2)f x − 解析式为
2 4( 2) 2 4.x xf x x−− = − +

点评：定义法通过字面意思理解就是使用某些数学

定义求解 . 就函数而言，其基础包括定义域和对应法则

等 . 在使用定义法时，必须要认真观察解析式的特点，然

后根据定义进行求解，关键还是在于理解函数的定义 .

（六）图像法

例6　 函 数 ( ) sin( ) ( 0, )
2

f x A x b A π
= w + ϕ + w > ϕ <，

的图像如图所示，求 ( )f x 的解析式 .

解　由图知
52, ( ),

2 6 6
TA π π

= = = − − 所以
2 ,T π

= π =
w

所 以w 2, 0,b= =w 则 可 求 出 ( ) 2sin(2 )f x x= + ϕ ， 将

点 ( ,0)
6
π

− 代 入 ( )f x ， 得 0 2sin[2( ) ]
6
π

= − + ϕ ， 所 以

sin( ) 0
3
π

− + ϕ = ，则 3
kπ

− + ϕ = π，且 2
π

ϕ < ，所以 3
π

ϕ = ，

因此所求函数的解析式为 ( ) 2sin(2 ).
3

f x x π
= +

点评：使用图像法求解的函数解析式，须由题中给

出的已知条件，知晓函数的图像，从图像中找出隐含的

各种信息，再利用函数的性质推出函数解析式 .

（七）解方程组法

例7　已知函数 ( )f x 满足
12 ( ) ( ) 3 ( 0)f x f x x
x

+ = > ，

求 ( )f x 的解析式 .

解　由于
12 ( ) ( ) 3 ( 0),f x f x x
x

+ = >

以
1
x

代替 x ，得
1 32 ( ) ( )f f x
x x
+ = ，

所以解方程组

12 ( ) ( ) 3
,

1 3( ) 2 ( )

f x f x
x

f x f
x x

 + =

 + =


得
1( ) 2 ( 0).f x x x
x

= − > 因此函数 ( )f x 的解析式为

1( ) 2 ( 0).f x x x
x

= − >

点评：当解含有 ( )f x 与 ( )f x− 或 ( )f x 与
1( )f
x

的函

数时，通常将关于 x 的代数式都看成已知量，再运用赋

值法构造出第二个方程，与原方程组成方程组解之 .

（八）构造数列法

例8　 已 知 (1) 1, ( 1) 3 ( ) 2( )f f x f x x N+= + = + ∈ ， 求

( )f x 的解析式 .[3]

解　因为 (1) 1f = 且 ( 1) 3 ( ) 2,f x f x+ = +

所以 ( 1) 1 3[ ( ) 1],f x f x+ + = +

变形得
( 1) 1 3,

( ) 1
f x
f x
+ +

=
+

即数列{ }( ) 1f x + 是一个等比数列，且这个数列的首

项为 2，公比为 3，即所求函数解析式为 1( ) 2 3 1.xf x −= ⋅ −

点 评： 若 题 干 中 给 出 的 关 系 式 是 含 有 ( )f x 与

( 1)f x + 的函数，通过分析判断对题中所给条件做一些简

单的变换就可以构造出一个恰当的数列，从而解析式得

以求出 .

（九）反函数法

例9　已知函数 ( )y f x= 的反函数为 1( )f x− ，求函

数 2 3 (2 )y f x= + + 的反函数的解析式 .[4]

解　因为 2 3 (2 ),y f x= + +

变形得
2(2 ) ,

3
yf 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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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1 22 ( ),
3

yx f − −
+ =

也即 1 2( ) 2,
3

yx f − −
= −

因此所求函数的反函数为 1 2( ) 2.
3

xy f − −
= −

点评：反函数法即通过反函数的定义求出解析式 . 如

果在求解时对函数的定义域、值域有要求，那么应先求

出原函数的定义域和值域，其次可将已知函数 ( )y f x=

看成关于 x 的方程，将 y 看成常数，在其定义域上解出

方程得 1( )x f y−= ，最后将 x 与 y 互换，即求得反函数
1( )y f x−= .

（十）递推法

例10　 设 ( )f x 是 定 义 在 正 整 数 集 上 的 函 数， 且

1 2 1 2 1 2( ) ( ) ( ) ,f x x f x f x x x+ = + + 1 2(1) 1,( , )f x x N+= ∈ ， 求

( )f x 的解析式 .

解　由 (1) 1f = ，有 ( 1) ( ) 1,f x f x x+ = + +

即 ( 1) ( ) 1,f x f x x+ − = +

所以有 (2) (1) 1 1 2,f f− = + =

　　　 (3) (2) 2 1 3,f f− = + =

　　　……

　　　 ( ) ( 1) ,f x f x x− − =

将以上各式相加得 ( ) (1) 2 3 4 ,f x f x− = + + + +

因此
1( ) 1 2 3 ( 1),
2

f x x x x= + + + + = +

即 ( )f x 的解析式为
1( ) ( 1) .
2

f x x x x N+= + ∈( )

点评：递推法即构造递推关系进行解题 . 若 ( )f x 是

定义在正整数集上的函数，且题中所给条件或是该条件

经过变形后含有递推关系，则可由递推关系得出一系列

关系式，再通过累加或累乘等运算求得函数解析式 . 构造

出递推关系是采用递推法解题的一个关键步骤，递推关

系则通过归纳、猜想等方法获得 .

（十一）求导法

例11　 已 知 1, 2x x= − = 是 关 于 x 的 三 次 函 数
3 2 2( ) ( 0)f x ax bx a x a= + − > 的两个极值点，求 ( )f x 的解

析式 .

解　因为 1, 2x x= − = 是函数 3 2 2( )f x ax bx a x= + − 的

极值点，所以 ' '( 1) 0, (2) 0,f f− = =

即
' 2

' 2

( 1) 3 2 0
,

(2) 12 4 0
f a b a
f a b a

 − = − − =


= + − =

解方程组得
0 6

,
0 -9

a a
b b
= = 

 = = 
或

因为
0
0

a
b
=

 =
不符合题设条件，所以

6
,

9
a
b
=

 = −
因此函数 ( )f x 的解析式为 3 2( ) 6 -9 36 .f x x x x= −

点评：求导法即对所给函数进行求导，再合理使用

已知条件求待定系数 . 若题中含有与导数相关的信息，如

极值点、驻点、斜率、切线等，则一般采用求导法对所

给函数进行求导运算，从而求得解析式 . 导数法在研究含

参函数的单调性、极值等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

（十二）参数方程法

例12　已知 2(sin 1) cos 2f x x− = + ，求 ( )f x 的解析

式 .[5]

解　设所求函数 ( )y f x= 的参数方程为

2

sin 1
,

cos 2
x t
y t
= −


= +

由参数方程得
2 2

2

+1 sin
,

2 cos
x t
y t

 =


− =

( )

则 2( 1 2 1,x y+ + − =) 又有 1 sin 1x− ≤ ≤ ，得 2 0x− ≤ ≤ ，

所以函数的解析式为 2( ) 2 2.f x x x= − − +

点评：参数方程法就是将普通方程化为参数方程求

解，目的就是为了引入参数而产生新的关系式 . 先选定合

适的参数 t 用以确定关系 ( )x f t= 或 ( )y g t= ，再代入普通

方程 , 0F x y =( ) ，求得另一关系 ( )y g t= （或 ( )x f t= ）. 在

求解有关三角函数的某个解析式时，通常将参数方程设

为与 2sin t 和 2cos t 有关的式子，最后再利用三角函数公

式 2 2sin cos 1x x+ = 求得解析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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