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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作为几何与代数之间重要连接，在数学中需要教师重
视到代数与几何之间的关系，并重点讲解。而向量与坐标系则属
于几何与代数之间的另一座桥梁，坐标系需要借助原点的选择实
现，而向量与坐标系对比更加普遍。向量辅助实现代数运算可以
将几何中存在的数学问题彻底实现，同时针对代数现象，向量的
应用能够促使直观几何解释的实现，使其成为数学教学中的重点
内容。

1  解析几何中向量的应用概述
①向量共线条件下需要非零向量c 与 d 共线，也就是存在

唯一实数 ，进而 d= a。这一数学理论能够将线的平行，重
合与点的共线提供理论依据。②向量垂直条件下需要

0=·<=>^ dcdc ，其中 0,0 ¹¹ bc 。向量垂直理论

可以对几何中存在的一些垂直问题进行解决。向量其数量积计算
公式为                  ，这一公式适用于几何问题中一些夹
角问题。使用向量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应首先进行平面直角坐标
系的建立，使用向量将问题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几何元素表示出
来，使几何问题转化为向量问题。基于向量运算，对各个几何元
素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例如一些距离问题和夹角求和问题等。

2  解析几何中向量的应用重点
作为解析几何实际应用中的主要载体，向量可以为数学问题

的解决提供较为便捷的渠道。因为向量属于数形结合产物，因此
向量不但具有代数理论上的抽象，还包含了几何直观特点。所以
这时教师在辅助学生解决向量问题的时候，可以使用不同方式，
也就是采取几何解决方法和代数解决方法[1]。在实际解答问题的
时候，教师需要使学生灵活应用，避免公式化的使用向量，在解
题时应该让学生结合实际题目进行合理分析，避免进入学习误区。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该向学生表明最近解析几何与向量之间的
交叉测试题目范围，当下对于解析几何与向量之间的结合类题目
主要是以考察学生对于向量基础知识的运用为主，以运用向量作
为解题工具的能力为主，例如轨迹方程的计算，对于曲线的定义
等。解析几何其基础思想就是基于代数的方式对几何进行探索，
但是向量则是对几何与代数共同沟通的桥梁。基于向量知识的学
习，提升对于向量的使用效率，尽可能的对生活中存在的解析几
何问题有效解决，将向量的工具性充分展示出来。学生在日常学
习中为了使其能够体会到向量内容的简洁性与优势，并灵活运用
在应用解题中。目前世界各国数学教育主要倡导学生提升对于几
何代数方法的解题的应用，几何发展可以实现几何代数化，在这
其中可以通过使用代数手段进行几何问题研究，激发学生自身的
逻辑思维能力，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几何代数方法[2]。

3   应用习题分析
①夹角问题。例题，椭圆x2/9+y2/4=1，该椭圆焦点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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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钝角的时候，

O点的坐标的实际取值范围应该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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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答该问题的时候，教师需要向学生阐述对于夹角类型问
题的求解，应该从数量积着手，在上题中，需要先将已知条件中
的夹角为钝角转化为向量的数量积为负，之后再通过坐标运算进
而求得最终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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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垂直问题。例题：y
2
=2px（P>0）焦点O 直线与抛物线

在M,N两点相交，同时M,N两点朝着准线做垂线，垂足为E，F。求
证：          。

教师在对本题进行教学的时候需要利用向量垂直这一条件对
解析几何中垂直问题进行处理，将其化繁为简，保证知识能够前
后联系，进而促使解题效率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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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解析几何的实际思想就是借助代数的方式对几何

进行研究，但是向量的出现正好实现了几何与代数的合理沟通。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向量知识的讲解，使用向量方式对几
何中存在的问题合理解答，将向量其工具性展示出来。学生在日
常学习中能够体会到向量的便捷性，使学生在解答问题的时候更
加得心应手。

参考文献:
[1] 贾芬香. 平面向量在解析几何中的应用——高三复习课

教学案例[J]. 科技视界, 2012(31):167-167.
[2] 黄进岳. 平面向量在解析几何中的应用[J]. 中学数学

(高中版)上半月(6期):74-74.
作者简介：
李拴成（1997.5-）男，汉族，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人，本

科生，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数学专业。

5 5

=· 21 OQ  OQ 5

l l

qcosdcdc =·

q

q

q
q

q

-qcos3-5 q2cos

FE 00^

OE OF

OFOE ^ OFE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