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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学是一门逻辑性极强的学科，对于数学的学习不仅要掌握基础

知识，还要学习数学思想方法。本文将从转化思想的概念、作用以及分

类等方面介绍转化思想，然后再从中学数学中转化思想的具体应用进行

阐述，列举数例使其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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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引导学生获取数学知识的同时，还应当有意识地使他
们受到数学思想方法的熏陶。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的核心，而转
化思想又是数学思想方法的精髓，因此感受并学会转化思想对于
教师和学生来说都是有必要的。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重
视转化思想的渗透与培养，这将有助于学生将数学知识转化为数
学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 

一、转化思想的含义 
1.1 转化思想的概念 
转化思想又称化归思想，是解决数学问题的一般思想方法，

具体指的是：人们在解决数学问题时，常常将待解决的问题，通
过某种转化手段，转化为另一个问题，而得出新问题是相对容易
解决或已有固定解答的问题，且通过对新问题的研究解决可以得
出原问题的解答[1]。 

1.2 转化思想的作用以及意义 
在中学数学解题过程中，往往需要用到转化，而且转化的思

想往往体现在不经意的应用中。换句话说，转化思想无处不在。
转化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解题技巧。熟练运用
转化思想可以在解题时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且有助于数学思
维的形成和解题能力的提高。 

就解题的本质而言，解题既意味着转化，即把复杂的问题转
化为简单问题、部分转化为整体、生疏问题转化为熟悉问题、把
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把高次问题转化为低次问题、一般问
题转化为特殊问题、体验教学转化方法、数与形的转化等等。因
此学会数学转化，将有利于实现学习迁移，从而较快地提高学习
质量和数学能力。 

二、转化思想在中学数学中的应用 
1、在函数中的应用 
函数是特殊的映射，而映射就是由一个集合到另一个集合 

的一种转化，所以函数本身就是转化思想的体现，有关于函数的
解题过程更是少不了转化思想的参与。 

例 1．求函数 ( ) 2 22 2 4 5f x x x x x= − + + − + 的最小值． 

( ) 2 2

2 2 2 2

2 2 4 5

( 1) (0 1) ( 2) (0 1)

f x x x x x

x x

= − + + − +

= − + − + − + −

解：

 

将原问题转化为求 x轴上一动点 ( ),0x 到两个定点 ( )1,1 和

( )2,1 的距离之和的最小值．易知当
3
2

x = 时取得最小值 5 ，即

( )min 5f x = ． 

2、在方程和不等式中的应用 
每个方程、不等式的解题过程中都渗透了转化思想，最为典

型的就是将方程与不等式中的未知数向已知数转化。同时在解方
程的过程中应用转化思想也是很常见的，例如：将无理式方程转
化为有理式方程；将分式方程转化为整式方程；将分式不等式转
化为整式不等式等等。 

例 2 解分式方程：
xx
3

3
2 =
−

 

解：方程两边同时乘以 )3( −xx ，得 )3(32 −= xx  
解这个方程，得 9=x  

检验，将 9=x 代入原方程，得左边 ==
3
1

右边 

所以， 9=x 是原方程的根. 
分析：在解分式方程时都应该转化为整式方程再进行求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转化的过程中要考虑分式的分母的取值情况。 
3、在概率中的应用 
在数学解题过程中有一个叫做正难则反的原则，就其实际意

义来说，就是当从问题的正面去思考问题，遇到阻力难于下手时，
可通过逆向思维，从问题的反面出发，运用某些知识逆向地去解
决问题。 

在 概 率 的 问 题 中 ， 若 事 件 BA, 互 为 对 立 事 件 ， 则 有
)(1)( BPAP −= .因此，若题中涉及到有多种情况的概率问题时，

大可将问题转化为求较为简单的对立面，可以比较快速的计算出
结果。 

例 3  甲、乙、丙三个人参加一次射击比赛，三个人每一次
击中目标的概率都是 0.6.若每人射击一次，则三人中至少有一个
人击中目标的概率为多少。 

解：设事件 =A “三人中至少有一个人击中目标”， 
则有 =A “三人中没人击中目标”. 

因为
125

8)6.01()( 3 =−=AP ,所以
125
117

125
81)(1)( =−=−= APAP . 

分析：此题若从正面求解则需讨论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
个人击中两个人未击中，其中又包含有三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
两个人击中一个人未击中，其中也有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三
人都击中，只有一种情况。即如果正面解答这道题则总共需写明
7 种事件，比较麻烦，并且很容易就会出现遗漏。但是如果我们
从反面情况入手，其对立事件是三个人都没击中目标，那么就只
有一种情况。从这道题中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转化思想在解决这
一类问题中的优势。 

4、在平面几何中的应用 
转化思想同时也活跃在平面几何当中。但是在解题时对于每

一道题的转化方向、转化方法不一定是一样的，这就需要我们根
据每一道题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转化方向、方法，使问题简单化。 

例 4  已知 ABCΔ 的三条中线，求做这个三角形. 
解：设 pnm ,, 分别为 ABACBC ,, 边上中线的长. 

取 mGL
3
2= ， nBL

3
2= ， pBG

3
2=  

现以 BGBLGL ,, 为三边做 GBLΔ ，如图二所示。 
延长GL 至 A 点，使 GLAL = ；

设GL 中点为 D 点，延长BD至 C 点，
使 BDCD = ，连接 ABAC, ,那么△
ABC 即为所求三角形。 

分析：在经过简单的转化之后，
原来的问题就转化成了已知三边求做
三角形（ GBLΔ ）的问题.而这就比较
简单了。 

5、在线性规划问题中的应用 
数学模型是从现实世界中抽象出来的，是对实际问题的深

刻、全面和真实反映，通过构造数学模型，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
学问题，使问题的得以解决[2]。运用转化思想，我们可以将生产
实际中的遇到的许多问题转化为线性规划问题进行求解. 

例 5．已知 -1 3,2 4a b a b< + < < − < ，求 2 3a b+ 的取值范围。 

解法一：
5 12 3 ( ) ( )
2 2

a b a b a b+ = + − −  

9 132 3 ,
2 2

a b  ∴ + ∈ − 
 

 

解法二：将问题转化为线性规划问题，题干所给条件可以视

作为对于 ,a b的线性约束条件，做出可行域如图所示，易求得目

标函数 2 3z a b= + 的取值范围为
9 13,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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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 ． 已 知 函 数 ( ) 2

2 1 , 0
1 2 1 , 0
2

x x
f x

x x x

+ <
=  − + ≥

， 方 程

( ) ( ) ( )2
0 0f x af x b b− + = ≠   有 6 个不同的实数解，求3a b+ 的取

值范围。 

解 ： 首 先 作 出 函 数 ( )f x 的 图 象 ， 对 于 方 程

( ) ( ) ( )2
0 0f x af x b b− + = ≠   ，可令 ( )f x t= ，那么方程根的个数

就是 ( ) 1f x t= 与 ( ) 2f x t= 的根的个数之和，结合图象可知，要使

总共有 6 个根，需要一个方程有 4 个根，另一个方程有 2 个根，

从而可知关于 t 的方程 2 0t at b− + = 有 2 个根，分别位于区间

( )0,1 与 ( )1, 2 内，进一步由根的分布得出限制条件

0
1 0
4 2 0

b
a b
a b

>
 − + <
 − + >

. 

要求3a b+ 的取值范围，可将其转化为线性规划问题，限制

条件即为它的可行域，计算出目标函数 3z a b= + 的取值范围为
( )3,11  

 
总结：线性规划本身就是转化思想的一种应用，可以利用数

形结合将实际问题方程化，更易求解。 
三、结束语 
转化思想在中学数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除了以上几个方面

的转化，还有高次向多次的转化，无限向有限的转化等。各种转
化的共同本质是变中有不变。转化是手段，揭示其中不变的东西
才是目的，为了不变的目的去探索，转化的手段就构成了解题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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