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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三角形”是高中数学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以正、余
弦定理及应用为主。选取新旧人教A版高中数学教材[1-2]“解三角
形”内容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在深度理解、挖掘内容的基础上，为
教师更好地使用新版教材提供启示。

1　课程标准内容要求
课程标准是教育教学的指导性文件，是教材编写的基本准

则。两版教材分别依据《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以下
简称“《03课标》”）、《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
简称“《17课标》”）编写而成。通过对比两版课标的课程结构及知
识目标等，能够更好理解教材的教学任务。

在《03 课标》的基础上凝炼了六大学科核心素养，整合了
原有的三维目标，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形成了《17课标》。
标准[3-4]中涉及“解三角形”内容要求的比较结果如表1 所示。

表1    新旧版本课标中涉及到的“解三角形”内容要求比较

*划线部分为课标相异内容。
可以看出，新课标中“解三角形”内容以向量作为载体呈现，

属于几何与代数主题。在内容要求上，旧课标直接探索任意三角
形边长和角度关系，新课标以向量为载体，连结几何与代数，让
学生通过向量探索三角形边长与角度的关系，进而掌握余弦定理
和正弦定理。新课标进一步描述了探索方式，更具操作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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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的是，新课标删去了旧课标中“能解决简单的三角形度
量问题”“与测量和几何计算有关”等表述，表述更加精炼。
同时，新课标还调整了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的顺序，将余弦定
理前置，符合学生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认知规律。

总的来看，新课标优化了文字表述与课程结构设置，且更注
重向量知识的应用。有助于学生掌握向量工具，感悟其在数、形
间的桥梁作用，提高其数学应用意识，促进学生数学抽象、逻辑
推理等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

2　教材内容呈现
2.1教材内容的版面及编排
2.1.1教材内容的版面
旧版教材整体版面呈深色，以灰色或暗绿色渲染为主，色调

单一；探究、思考、习题等部分也多用灰色或暗绿色矩形框框出；
旁白则以白色为背景，以阴影强调效果。新版教材打破了单一色
调，色彩搭配多元且清新明亮，整体版面以白色为背景，不同部
分采用不同的颜色框出：探究部分用渐变蓝色框框出，思考部分
用渐变橘色框框出，习题部分用灰蓝色框框出。旁白则以海蓝色
框的形式引出。图示也从黑色转变为多色组合。

两版教材的版面设计都兼顾了整体性和逻辑性。相较而言，
新版教材的版面设计更具有美观性和可读性。明亮多元的色彩符
合当代高中学生的阅读需求，视觉上也更清晰醒目，能更好地激
发学生阅读数学教材的兴趣。同时，探究、思考、习题、旁白不
同栏目颜色各异，有助于学生在上课过程中快速定位并予以关注。
除此之外，旧版教材对定义、定理采用局部加粗改色（暗绿色）的
方式，新版教材在此基础上，对定义、定理整体进行了加粗改色

（湖蓝色），更便于学生攫取重点、强化记忆。
2.1.2教材内容的编排

“解三角形”内容位于旧版教材必修五第一章。新版教材
为更好地保留数学知识的逻辑性与连贯性，将该内容编排在了必

《03课标》 《17课标》

模块 内容要求 主题 内容要求

数学必
修5解
三角形

①通过对任意三角形边长和
角度关系的探索，掌握正、
余弦定理，并能解决简单的
三角形度量问题。②能够运
用正、余弦定理等知识和方
法解决与测量和几何计算有

关的实际问题。

几何与代
数向量应
用与解三

角形

①借助向量的运
算，探素三角形边
长与角度的关系，
掌握余、正弦定理
。②能用余、正弦
定理解决简单的实

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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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第二册第六章第四节平面向量的应用中。正如将三角函数融入
函数主题是为了函数知识的系统构建,向量与解三角形联系紧密，
将解三角形作为平面向量的一种应用，串联相关知识点，符合
学生的学习规律，有助于解决旧教材中向量与解三角形知识点间
跨度大、学生易遗忘的问题，保证了知识的系统性。

在知识点的编排上，正、余弦定理的教学顺序也发生了变
化。旧版教材先学习正弦定理，后学习余弦定理，新版教材的
顺序则与之相反，这与《1 7 课标》的表述一致。

2.2证明方式的选择
2.2.1余弦定理的证明
两版教材都借助向量数量积证明余弦定理。从历史的眼光

看，17世纪至至20世纪余弦定理的推导方式主要为欧式几何法、
射影公式法、解析几何法，向量法是晚近才出现的一种方法[5]。

新版教材选择保留旧版教材中余弦定理的证明方式，没有选
择计算较为方便且容易接受的解析法等其他证明方式，除了考虑
到向量与解三角形的密切联系，更是为了让学生体会并理解向量
能强有力地联结几何与代数的重要作用。同时，采用向量数量
积的方式进行证明，符合课程内容——平面向量的应用。

2.2.2正弦定理的证明
新旧两版教材对正弦定理的证明都采取了分类讨论的方法，

先 从 直 角 三 角 形 的 边 、 角 关 系 入 手 得 到

SinC
c

SinB
b

SinA
a

== 关系式，进而讨论在一般的三角形中

上述关系式是否仍然成立。讨论一般三角形时，新旧两版教材在
方法的选择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旧版教材采用先做高，后借助
直角三角形中的边、角关系予以证明的方式；新版教材先借助诱
导公式将角的余弦转化为角的正弦，其次承接了余弦定理证明方
式的思想，考虑到向量的数量积与长度、角度都相关，故也采用
数量积进行证明。单独来看，新版教材正弦定理的证明篇幅较旧
版教材略长，对学生的思维挑战也较大，没有旧版教材简洁易懂，
但突出了教学内容的连贯性。

综合来看，新版教材的编排更加重视数学知识，数学思想
方法之间的联系，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方法的迁移、
应用。使学生能从余弦定理的证明方式中理解思想方法并迁移至
正弦定理的证明，符合学生思维发展的顺序，便于学生形成完
整的知识体系。一定程度上，也检验了学生对借助向量数量积
解决三角问题的掌握情况。

2.3教材例题的设置
对新旧版教材“解三角形”内容正文部分的例题进行统计

对比。例题选取教材中明确带有“例”字样的题目。统计结
果如表 2 所示。

表2     新、旧版教材“解三角形”内容正文部分例题数量对比

可以看出，旧版教材的例题总数明显多于新版教材，但新版
教材各部分例题数量设置更为均衡。新版教材关注到了例题本身
的示范引领性[6]。在应用举例部分大幅减少例题数量，从9 道
减至3道，避免了例题冗余，优化了例题质量，更贴合生活，更
适合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新版教材在旧版教材“问题+ 解答”的基础
上，在某些复杂例题的解答前添加了对于该题的综合分析，引
导了学生从条件中着手，找寻问题的数学本质，渗透了转化和
化归的数学思想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数学抽象、逻辑推理的

素养。另外，新版教材的例题数据较旧版教材更为简单。以正
弦定理证明部分的例题为例，旧版教材选取32°、81.8°等不
易算出正余弦值的角度，而新教材则选取45°、30°等学生熟
悉的角度，更重视学生对知识本身的掌握，不在计算上设限。

3　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新旧人教 A 版教材“解三角形”内容的比较分析，

发现新教材的版面更具审美价值，教学内容的编排更重视知识点
间的密切衔接，证明方式更具有承接性，优化了例题设置。为更
好落实新课标理念，对“解三角形”内容的教学提出以下建议：

3.1发挥版面优势，辅助数学学习
新版教材的版面更具美感并满足学生阅读需要。教师在上课

时要充分发挥新版教材的版面优势，引导学生关注探究、思
考、习题等部分，推进教学活动的高效展开。教师还要抓住新
版教材图示颜色多元的特点，利用颜色的不同更明确地向学生指
出所说的边或向量，更好地辅助学生的数学学习。

3.2 重视证明过程，领悟思想方法
首先教师应重视并逐步引导学生亲历余、正弦定理的证明过

程，让学生经历从形到向量、借助向量运算解决问题、从向量回
归形的“三部曲”[7]。在证明的过程中，使学生理解向量的作用，
领悟化归与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其次，新版教材先安排余弦定
理的学习，后安排正弦定理的学习，就证明过程而言，发展了学
生的迁移思想。教师应当转变传统的教学思路，让学生借助向量
运算来探索三角形的边角关系，通过余弦定理的证明中进行正弦
定理的证明，实现有效迁移。最后，当学生提出不同的证明思路
时，教师应当积极地予以反馈，以上课探究或布置作业的形式，让
学生感受其他证明方法的过程，领悟思想，发散思维。

3.3把握教材例题，提升解题能力
新版教材优化了例题的数量与质量。教师在教学过程种要多

关注带有“分析”字样的例题，引导学生自行理解分析过程并独
立求解，锻炼学生自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教师应及
时归纳例题中出现的数学本质和数学思想方法，让学生理解“通
性通法”，达到“题半功倍”的效果，提升解题能力。最后，新课
改提出了“变教教材为用教材教”，教师在处理教材时要有更多的
自主性、情景适应性和教学创造性[8]。对有些例题，教师应当
基于题目，深度思考，进行有效的拓展，或深入情境创设、或进
行变式教学，以开拓学生的数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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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弦定理部分 正弦定理部分 应用举例部分 总数

旧版教材 2 2 9 13

新版教材 2 2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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