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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数学问题，方法很多，大多用直接法求解，但有时直

接求解时难免会遇到麻烦，不方便，特别是需要分类讨论的小

题，更让考生觉得花时太多，功效不大，不合算，但又不愿

舍弃。尤其是高考，时间紧，压力又大，追求高效快速解题，

应讲究方法。当直接求解遇阻时，不妨变换解题策略，便可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下面就2012年浙江高考数学（理）第17题解答

为例，略加说明之。

题目：设aR，若x＞0时均有[(a－1)x－1]( x 2 － ax－

1)≥0，则a＝______________．

我查阅了许多相关的资料，解法上大同小异，皆为直接法，有

一书为此题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解答，现抄录如下：

【解析】对α进行分类讨论，通过构造函数，利用数形结合解

决 。

（1）当α=1 时，不等式可化为：    时均有 c 2--1 ≤

0，由二次函数的图象知，显然不成立，.

（2）当       时，                         ，不等式

可化为：      时均有                ，   二次函数

           的图象开口向上，

不等式                  在               上不能均成立

，         不成立.

（3）当       时，令                                         ，

两函数的图象均过定点，                                   上

单调递增，且与x轴交点为          ，即当时            ，

当时，.          ，当            时，          又二次函

数                    的对称轴为            ，则只

需                  与x轴的右交点为           ，如图所示，

则命题成立，即点        在    的图象上，所以有

，                     ，整理得：            ，解

得       或     （舍），由上可得：
2
3

=a

用“反客为主”策略求解一道高考数学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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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数学问题，在进行解答时往往有很多方法，有的方法会使得问题简单，而有的方法则可能会使得问题变得复杂。
而在高考过程中，时间有限，合理的选择解题方法往往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文中，主要就用“反客为主”策略求解一道高考数学
题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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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详细解答过程，是运用分类讨论的思想方法来处理

的。要准确完成整个过程，不仅需要扎实的基础，而且要思路清

晰，条理清楚，分析透彻到位，作为指导及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

及表达能力，是非常不错的，但如果作为高考考场应试，学生要

做到这样求解真的很难。我觉得还应当允许解题策略性的东西存

在，可以考虑用下面的做法，效果会更佳。

【解法二】（反客为主策略）

        ，所以将不等式[(a－1)x－1]( x 2 － ax－1)≥

0化为关于a的不等式                              ，依题

意         时该不等式均成立，因而只可能关于    的二次方

程                                     的判别式为零，于

是                      ，或 1-=x （舍），将 2=x  代

入                                     ，所以只有     。

这种解法的巧妙之处就是抓住条件“均成立”打开突破

口，注意到两个括号内都可看做    的一次式，联想到到二次

不等式                                 恒成立的条件，只

有                    恒成立，故而其判别式为0，即方程两

根    ，由此解之较为便捷。这种“反客为主”的处理方

式，也能较好地反映二次不等式、二次方程的相关基础知识的灵

活运用，同时也是数学解题思维方法的又一个特别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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