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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不等式易错题型和解题技巧分析
叶新红

（江苏省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在当前的高中数学教学中，不等式在教学中的占比逐渐增大。与此同时，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大部分学生在解

答不等式题目时常常出现不得法的问题，进而产生严重的畏难心理，导致最终的数学教学效果不理想。针对这种状况，高中数学教师结

合个人多年的教学经验，从具体实际教学的角度入手，分析常见的几种错题题型，并简要介绍不等式题目的解题技巧，让学生在实际的

数学学习过程中掌握数学不等式解题规律，促进数学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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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数学不等式解题进行总结，教师一方面可辅助学生掌

握数学不等式解题的规律，促进他们数学知识体系的搭建，另一

方面可让学生真正树立数学学习的自信性，即让他们调整心态，

更为积极地融入到数学学习的过程中，突破个人畏难心理，激发

他们的数学学习潜能，促进高中数学教学质量的提升。在实际的

不等式教学过程中，笔者注重从以下几点进行此部分的教学：

一、高中数学不等式易错题型

在本文的高中数学不等式易错题型中，笔者注重从最值、数

形结合以及含有参数的题目入手，并在此过程中简要介绍出现错

误的细节，为广大师生在进行此部分内容的学习中提供借鉴，促

进高中数学不等式题型解题教学质量的提升。

（一）不等式解题中的最值问题

众所周知，最值问题是不等式解题中的常见问题。在解答这

些问题时，部分学生往往将解题的重点放在具体的解题中，并不

注重分析题目中的隐性条件，从而导致数学问题频发的状况。比如，

最值中的等号成立条件等等。在具体的解题过程中，多出现这类

问题的题型是填空题。

以下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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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具体的题目。给出的条

件为：求这个不等式的最小值，并注重运用 a ＞ 1 这个条件。在

这道题的解题过程中，部分学生常常忽视 a 等于 2 这个条件，导

致最终相应数学问题的出现。为此，解决此类项目的题型时，教

师应注重让学生分析题目中的隐含条件。

（二）不等式中的数形结合问题

与其他不等式问题相比，不等式中的数形结合问题具有较强

的直观性，可直接性地反应相应的题目内容，减轻学生在数学学

习过程中的阻力，促进相应问题的解答。然而，在实际的解题过

程中，部分学生存在过于粗心的状况，导致数形结合问题存在种

种漏洞。

以下题为例，条件：第一，为 f（x）=1gx的绝对值。第二，f

（a）＞ f（b）＞ f（c）。第三，三个字母的关系为，c>b>a

这道题的问题是让学生通过给出的数据，画出相应的函数图

形。这道题的关键点在于 a、c 之间的乘积是小于 1 的。对此，学

生可根据这个细节得出最终的答案。在数形结合的不等式解题过

程中，有些问题可能出现多种情况，解题关键性的一点是学生可

以把握其中细节，确定最终的解题突破口，从而真正找到数学解

题的关键性问题点，进而进行针对性解题，让他们在获得数学学

习自信的同时，更为积极地解答相应的题目，提升他们的数学解

题水平。

（三）不等式解题中的参数问题

为了更好地解答含有参数的不等式，教师一方面需要让学生

进行练习，另一方面需要让他们总结解题中的技巧，从而快速解

答此类题型。更为重要的是，在解答此类题的过程中，教师需要

引导学生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具体问题的解答，并注重题目条件与

具体问题之间的关系，从而更为高效地解答此类问题。

以下题为例，题目中给出如下的条件：条件一，不等式：

（2m-2-m2）x ＞ 2m-2-m2。条件二，m 是 R 的子集。问题是如何

判断 m 与 1 的大小。在解决此类题型时，教师可引导学生作出相

应的假设，并注重让学生以“与 0 大小比较”进行思考，让学生

探究出具体的答案。值得注意的是，在解答此类题型时，教师需

让学生结合具体的参数及相应实际问题成立的条件，并充分挖掘

其中的隐性条件，将这些条件与所学内容以及具体问题进行结合，

得到最终的答案。

二、高中数学不等式解题技巧

在不等式解题的过程中，教师发现部分学生常常在解题中出

现严重的思维定势，即按照一个解题思路一次次地进行解题，总

是在一个关键点上卡死，从而导致时间的浪费，并未真正解答相

应的题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部分学生并未真正掌握解

题中的规律。对此，在进行高中数学不等式解题的过程中，教师

应注重让学生对相应的数学题型进行归纳，并总结出相应的解题

技巧，掌握数学解题的方法，促进他们数学综合学习能力的提升。

在具体的解题技巧总结中，教师注重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采用反证法解答数学不等式题型

在不等式证明的题型中，大部分教师可采用反证法的方式进

行授课，并注重让学生“先否定观点，再进行论证”，让学生真

正从具体问题出发探究问题解决的策略，提升数学解题的效率。

与此同时，部分教师还可引导学生从肯定的角度入手，即假设问

题成立，并通过实际做题的方式得到与题目条件相矛盾的地方，

从而否定具体的问题。值得补充的一点是，教师可让学生在检验

具体数学问题是否正确时，可采用反证的方式，进而找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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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口，更为高效地进行相应问题的解答。

教师注重以下题为例，进行此部分内容的论述。问题如下：

条件为 A ＋ B ＋ C ＞ 0，ABC ＞ 0，AB+AC+BC ＞ 0。探究的问

题为 A、B、C 三个数均大于 0。在进行此道题目的解析过程中，

教师可引导学生从如下思维的角度论证。首先，假设这三个数均

不是正数，根据三个数的乘积大于零，可得知在这三个数中一定

有两个数是负数，还有一个是正数。假设上述的条件成立，教师

可引导学生进行如下的论证：假设 A ＜ 0，B ＞ 0，C ＞ 0，通过

三个数字之和大于 0，我们可以得出 C ＞ -（A+B）。得出此观点

的原因是 A+B ＜ 0……通过一系列的论证，教师可让学生得出相

应证明结论。在此部分题型的证明过程中较为繁琐。为此，教师

一方面需要让学生明确解题中的思路，另一方面需要规范书写，

以及保证关键性的条件并未发生改变（比如，有些学生在具体的

解题过程中常常出现将“+”变成“—”），从而导致最终得不到

答案，或是答案错误。为此，在实际的证明解题中，教师需要注

意以上几点。

（二）采用换元法解答不等式

教师运用换元法进行数学方面的解题，一方面可以更为直观

地利用题目中的各种条件，另一方面有利于学生解题思路的清晰

化，促进相应问题的快速解决。在进行此部分内容的论述中，教

师可注重让学生从整体的角度进行相应问题的探究，并找准其中

的变量，将这种变量转化成一个标准量，进行相应问题的解答，

让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提升学生解题的精准性，让他们掌握相应

的解题规律。

以下面的题型为例：题目的条件是 A 和 B 均比 2 大。证明的

结论是 A ＋ B ＜ AB。对此，教师引导学生运用换元的角度进行

此部分内容的解答，并得出如下的解题步骤。首先，因为两数均

大于 2，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A 为 M 加 2 的和，B 为 N 和 2 的和，

显然可以看出 M 和 N 均是整数。其次，将上述问题进行转化，即

让将AB之和减去AB之积，从而进行相应转化。注意要将带有M、

N 的字母替换掉 A、B。通过运用换元法，学生可以得出此结论正

确。在解答此问题的过程中，教师注重引入增量教学的思维，让

学生引入一个增量，并以“0”为临界点进行相应问题的判断，最

终达到解题的目的。

（三）运用不等式的性质解题

不等式是用不等号连接的式子。不等式具有如下的特性：

倒数法则、对称性质、正值不等式可开方、传递的性质、正值

不等式可乘方、加法单调的性质、同向正值不等式可乘性、加

法单调的特性、乘法单调的特性。在解不等式的过程中，教师

可结合相应的不等式题目，灵活运用不等式的性质进行相应问

题的解答。

具体的问题如下：题目的条件如下：一共有 M 个圆，要求每

两个圆可相交与两点，三个圆不能相交与同一点。题目的论证问

题如下：在平面中有 M 个圆，f（M）=M2-M+2。

在解决此项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可采用归纳法，并充分运用

不等式进行解答。在此部分内容的解析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

运用归纳法解决上述问题，即划分不同的情况。情况一，M 等于

1 时，通过检验命题成立。情况二，假设 M 为 a 时，则会出现 f（a）

=a2-a=2 个部分，从而确定 a+1 个圆的圆心为 0。在这道题的实际

计算过程中，学生可运用不等式的性质进行解题，并得出相应的

答案，提升学生的不等式解题能力。

（四）使用线性规划解决不等式问题

众所周知，线性规划主要是解决数学中的最值问题。在实际

的不等式解题过程中，教师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线性规划知

识，而且还应让他们明确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促进相应问题

的解决。在实际的问题解决过程中，教师可从如下的角度开展此

部分内容的授课：角度一，将文字知识转化成几何知识，在确定

可行域后，将不等式知识转化成等式知识，进行相应的解答。角

度二，将不等式转化成函数，并根据相应的函数变化规律，解答

相应的问题。在实际的线性规划过程中，教师可从以上两点进行

此部分内容的授课。

教师以下题为例，条件：a＞0，X.Y均大于等于1.y≥a。（x-3）

x+y ≤ 3。假如 Z=2X+Y，且最小值是 1。求 a 的值。在这道题目

的解析过程中，教师可让学生进行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1）

解题的关键是计算三条直线形成的三角形面积。（2）与常规题型

相比，主要的区别是此题型已经给出了最小值。（3）具体的解题

思路是求解某条直线的变量，即注重运用逆向思维进行求解。具

体的结论如下：在 z=2x+y 时，与目标 A 重叠时，最小值为 1，A

坐标是（1，-2a），可得出 1=2-2a，得出 a=12。此道题目的解题

技巧是：在具体的解题过程中，教师一方面需要让学生提炼出题

目中的不等式，另一方面需根据可行域的范围，判断题目中 a 的

取值范围，从而得出三角形区域的可行域。

总而言之，在开展数学不等式解题教学过程中，教师需以

不同的题型为依据灵活讲授不同的解题方式。更为重要的是，

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应多让学生练习，并让他们真正独立思

考不等式解题中出现的问题，使学生在数学解题的过程中可以

“独立行走”，促进他们数学解题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教

师应注重提升个人在此方面的素养，结合学生的学习基础以及

相应的教学状况灵活运用多种授课方式，促进学生数学综合解

题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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