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化与化归思想 

【学习目标】 

1. 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理解并掌握转化化归思想的常见应用：正与反的转化，特殊与一般

的转化，几何与代数的转化，函数、方程、不等式之间的转化等； 

2. 理解转化与化归思想的实质就是实现新问题向老问题、复杂问题向简单问题、未知问题向已

知问题的转化，体会转化与化归的一般原则：熟悉化原则、简单化原则、直观化原则、正难则反

原则； 

3. 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转化、化归，求解，体会转化与化归思想是数学思想的核心，提升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 

掌握转化与化归思想的常见应用：正与反的转化，特殊与一般的转化，几何与代数的转化，函数、

方程、不等式之间的转化等. 

【教学难点】 

转化与化归思想的灵活运用 

【引导语】 

今天我们对数学思想方法中的“转化与化归思想”专题进行复习.转化与化归思想的基本内

涵是：人们在解决数学问题时，常常将待解决的数学问题 A，通过某种转化手段，化归为另一问

题 B，而问题 B 是相对较容易解决的或已经有固定解决模式的问题，且通过问题 B 的解决可以得

到原问题 A 的解答.用框图可直观地表示为： 

 

 

 

 

 

 

 

 

数学问题的解决，总离不开转化与化归. 常见的解题应用有：正与反的转化，特殊与一般的

转化，几何与代数的转化，函数与方程、不等式的转化等.化归与转化的思想是解决数学问题的

根本思想，解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步步转化的过程． 

首先我们来看如下热身问题： 

【课前热身】 

1. 某选手射击 1 次击中目标的概率是 0.9，且他各次射击是否击中目标是相互独立的.若该选手连

续射击 4 次，则他至少击中目标 1 次的概率为                   . 

分析：至少击中目标一次的情况包括恰 1次、恰 2次、恰 3次、恰 4次击中目标共四种情况，

可转化为其对立事件：一次都未击中，来求解. 

解：设“选手至少击中目标 1 次”为事件 A ，则“一次都未击中”为事件 A  

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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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射击击中目标 1 次的概率为 ( ) 1 ( ) 0.9999P A P A= − = . 

设计意图：体会正与反的转化，从集合的角度来看就是“补集”的思想.  

探究提高：否定性命题，常利用正反的相互转化，先从正面求解，再取正面答案的补集即可．一

般地，题目若出现多种成立的情形，而不成立的情形相对很少，则从反面考虑较简单，因此，

间接法多用于含有“至多”、“至少”及否定性命题情形的问题中．如课后巩固性作业 1. 

2. 直线 l过抛物线 2: 2 ( 0)C y px p=  的焦点 (1,0)F ，且与C 交于 A ，B 两点，则 1 1

| | | |AF BF
+ 的

值为                   . 

解析: 根据题意，这个问题的结果应该是一个定值，而一般情况的运算所需时间较多，因此我们

可以利用特殊位置来进行计算. 

取过焦点 (1,0)F 且垂直于 x 轴的直线，则有 | | | | 2AF BF p= = = ， 

1 1 1 1
= + =1

| | | | 2 2AF BF
 + . 

设计意图：体会特殊与一般的转化，对于某些选择题、填空题，如果结论唯一或题目提供的信息

暗示答案是一个定值时，可以把所求值利用特殊值求解.在解答题中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探究解题

的突破口，寻求解题的方法. 

探究提高：一般问题特殊化，可以使问题处理变得直接、简单．特殊问题一般化，可以使我们从

宏观整体的高度把握问题的一般规律，从而达到成批的处理问题的效果．请尝试解决课后巩固性

作业 2. 

接下来，我们看典型例题.  

典型例题： 

例 1. 已知点 ( ,0), ( ,0) ( 0)A a B a a−  ，若圆
2 2: ( 2) ( 2) 2M x y− + − = 上存在点 C ，使得

90ACB = °，则 a 的最大值为_________. 

 

分析：思路一： o90ACB = 点C 在以 AB为直径的圆上， 

其中以 AB为直径的圆方程是
2 2 2x y a+ = . 

                又点C 在圆
2 2: ( 2) ( 2) 2M x y− + − = 上，所以点C 是两圆公共点， 

则两圆相切或相交. 

                

几何：由图可知，当两圆内切时，显然 a 的最大值为3 2 . 

代数： 2 | | 2a OM a−   + ，从而 | | 2 3 2a OM + = . 

 

思路二：
o90 0ACB CA CB =   = 从而转化为坐标运算. 



          因为点C 在圆
2 2: ( 2) ( 2) 2M x y− + − = 上， 

          所以可利用三角代换，设点 (2 2 cos ,2 2 sin ),C R  + +  ， 

          ( 2 2 cos , 2 2 sin ), ( 2 2 cos , 2 2 sin )CA a CB a   = − − − − − = − − − − ， 

          2 2 2(2 2 cos ) (2 2 sin )CA CB a  = + − + +  

                 = 210 4 2(sin cos ) 0a = + + − = . 

          所以 2 10 4 2(sin cos ) 10 8sin( ) 18
4

a


  = + + = + +  . 

          所以
max 3 2a = . 

设计意图：“一题多解”实际上是通过不同的化归途径与转化思想实现同一目标的过程．法（一）

将条件转化为我们所熟悉的两圆位置关系，又分别从几何与代数两个角度进行了求解；法（二）

将条件转化为坐标运算，利用三角代换进而将目标问题转化为三角函数的最值问题，都体现了熟

悉化原则以及几何与代数的转化. 

探究提高：数学中的函数问题、解析几何问题、向量问题、立体几何问题等常常借助几何与代数

转化的途径达到解题的目的． 

 

例 2. 已知函数 3 21
( )

4
f x x x x= − + ． 

（Ⅰ）求曲线 ( )y f x= 的斜率为1的切线方程； 

（Ⅱ）当 ][ 2, 4x − 时，求证： ( )6 f x xx − ≤ ≤ ； 

 

解：（Ⅱ）分析：要证： ( )6 f x xx − ≤ ≤ ； 

只需证： ( ) 06 f x x−− ≤ ≤ .   

正确转化：令 ( ) ( )g x f x x= − ， [ 2, 4]x − ． 

只需求 在相应范围内的最大、最小值即可. 从而将不等式证明问题转化为求函

数最值问题，进而转化为函数单调性问题. 

由
3 21

( )
4

g x x x= − 得
23

( ) 2
4

g x x x = − ． 

令 ( ) 0g x = 得 0x = 或
8

3
x = ． 

( ), ( )g x g x 的情况如下： 

x  2−  (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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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x   +   −   +   

( )g x  6−  ↗ 0  ↘ 
64

27
−  ↗ 0  

所以 ( )g x 的最小值为 6− ，最大值为 0 ． 

( )g x



故 6 ( ) 0g x− ≤ ≤ ，即 6 ( )x f x x− ≤ ≤ ． 

设计意图：体会函数与不等式的转化.函数与方程、不等式联系密切，解决不等式的证明问题，如

恒成立、存在性问题，常常可以转化为求函数最值问题.函数与方程、不等式联系密切，解决不等

式的证明问题，如恒成立、存在性问题，常常可以通过构造函数转化为求函数最值问题. 构造函

数时要关注函数与不等式的结构特点，例如遇到分式函数，分母的符号确定时，也常常可以去分

母之后再构造函数. 

 

 

接下来，我们看例 3，仍然重点研究第（Ⅱ）问： 

例3. 已知函数 ( )f x 32 3x x= − ． 

（Ⅰ）求 ( )f x 在区间[ 2,1]− 上的最大值； 

（Ⅱ）若过点 (1, )P t 存在3条直线与曲线 ( )y f x= 相切，求 t 的取值范围. 

解：（Ⅰ）由 3( ) 2 3f x x x= − 得 2( ) 6 3f x x = − ． 

令 ( ) 0f x = ，得
2

2
x = − 或

2

2
x = ． 

因为 ( 2) 10f − = − ，
2

( ) 2
2

f − = ，
2

( ) 2
2

f = − ， (1) 1f = − ， 

所以 ( )f x 在区间[ 2,1]− 上的最大值为
2

( ) 2
2

f − = ． 

（Ⅱ）如何对已知条件进行转化呢？ 

我们先一起来分析一下现有条件：如何将相切这个几何问题代数化呢？ 

设过点 (1, )P t 的直线与曲线 ( )y f x= 相切于点 0 0( , )x y ， 

则 3

0 0 02 3y x x= − ，且切线斜率为 2

06 3k x= − ， 

所以切线方程为 2

0 00 (6 3)( )x x xy y − −− = ， 

因此 2

0 00 (6 3)(1 )x xt y − −− = ． 

整理得 3 2

0 04 6 3 0x x t− + + = ．（*） 

设 3 2( ) 4 6 3g x x x t= − + + ， 

则“过点 (1, )P t 存在 3条直线与曲线 ( )y f x= 相切” . 

等价于“方程（*）有三个不等实根” . 



等价于“函数 ( )g x 有 3个不同零点”． 

2( ) 12 12 12 ( 1)g x x x x x = − = − ． 

( )g x 与 ( )g x 的情况如下： 

x  ( , 0)−  0  (0,1)  1 (1, )+  

( )g x  +  0  −  0  +  

( )g x  ↗ 3t +  ↘ 1t +  ↗ 

所以， (0) 3g t= + 是 ( )g x 的极大值， (1) 1g t= + 是 ( )g x 的极小值． 

当 (0) 3 0g t= + ≤ ，即 3t −≤ 时，此时 ( )g x 在区间 ( ,1]− 和 (1, )+ 上分别至多有1

个零点，所以 ( )g x 至多有 2 个零点． 

当 (1) 1 0g t= + ≥ ，即 1t −≥ 时，此时 ( )g x 在区间 ( , 0)− 和 [0, )+ 上分别至多有1个

零点，所以 ( )g x 至多有 2 个零点．  

当 (0) 0g  且 (1) 0g  ，即 3 1t−   − 时，因为 ( 1) 7 0g t− = −  ， (2) 11 0g t= +  ，

所以 ( )g x 分别在区间[ 1, 0)− ，[0,1) 和[1, 2)上恰有1个零点．由于 ( )g x 在区间 ( , 0)−

和 (1, )+ 上单调，所以 ( )g x 分别在区间 ( , 0)− 和[1, )+ 上恰有1个零点． 

综上可知，当过点 (1, )P t 存在3条直线与曲线 ( )y f x= 相切时，t 的取值范围是 ( 3, 1)− − ． 

 

设计意图：体会函数、方程、不等式之间的转化. 解决方程、不等式的问题需要函数帮助，解决

函数的问题需要方程、不等式的帮助，因此借助于函数、方程、不等式进行转化与化归可以将问

题化繁为简，一般可将一般可将方程的根与函数的零点进行转化，将不等关系与函数最值(值域)

进行转化，从而求出参变量的范围． 

 

【小结提升】 

本节课我们通过两个热身练习和三个典型例题的探究和学习，体会了转化与化归思想在解题

中的常见应用，主要有：正与反的转化，特殊与一般的转化，几何与代数的转化，函数、方程、

不等式之间的转化等. 

掌握化归与转化的思想方法对学好高中数学是非常有帮助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到一些简

单的方法来解决一些较为复杂的题目。在应用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 熟悉化原则，将陌生的问题转化为熟悉的问题，以利于我们运用熟悉的知识、经验和问题

来求解； 

2. 简单化原则，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简单的问题，通过对简单问题的解决，达到解决复杂问

题的目的，或获得某种解题的启示和依据. 

3. 直观化原则，将抽象的问题转化为比较直观的问题来解决. 



4. 正难则反原则，当问题正面讨论遇到困难时，应想到考虑问题的反面，设法从问题的反面

去探求，使问题获得解决，或证明问题的可能性. 

 

【学法指导】 

在应用转化与化归的思想方法解决问题时，应注意它的三个基本要素： 

1. 转化什么，即转化的对象； 

2. 转化到何处，即转化的目标； 

3. 如何进行转化，即转化的方法. 

以上这些都需要我们具备扎实地基础知识，掌握一些解题的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落实基本

题型，并且要具备机敏细微的观察、丰富的比较和联想能力，平精神要积极主动有意识地发现各

知识点之间的本质联系，在复习过程中，要善于反思解题过程，整合解题思想，逐步形成良好的

思维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