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3.4 平面向量数乘运算的坐标表示 

学习指南答案 

一、学习目标 

1.能利用平面向量坐标的定义，得出平面向量数乘运算的坐标表示； 

2.利用向量数乘运算的坐标表示，推出向量共线定理的坐标形式； 

3.运用向量共线定理的坐标表示解决向量共线、三点共线，求点的坐标等问

题. 

二、学法指导 

本节课学习平面向量数乘运算的坐标表示。 

任务一: 探究平面向量数乘运算的坐标表示  

问题 1：已知 ),( yxa   ，你能得到 a 的坐标吗？这个过程需要用到哪些知识？怎样叙述

这个结论？ 

答： a x i y j x i y j      （ ） ， ( , )a x y    用到坐标的定义、数乘运算的分配

律、结合律。结论：实数与向量的积的坐标等用这个实数乘原来向量的相应坐标. 

例1. 已知 baba 43)43()1,2(  ，求，， 的坐标。 

解：  3 4 3 2 1 4 3, 4 (6,3) ( 12,16) 6,19a b        （ ，） （ ）   

任务二: 探究共线向量的坐标表示 

问题 2：由向量的数乘运算我们还得到了共线向量定理，那么这个定理用坐标如

何表示呢？ 

设 ),(),,( 2211 yxbyxa  ，若向量 ba, 共线（其中 0b ），则这两个向量的坐标应

满足什么关系？ 

答：由共线向量定理可设 a b ，则
1 1 2 2, ( , )x y x y则（ ） ，即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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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去 ，

得
1 2 2 1 0x y x y  . 

例 2. 已知 .//),6(),2,4( ybayba ，求，且  

解： // 4 2 6 0a b y    ，解得 3y  . 



例 3. 已知 ( 1, 1), (1,3), (2,5),A B C  判断 A，B，C三点之间的关系. 

解：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作出三点，观察图形，我们猜想三点共线. 

(1 ( 1),3 ( 1)) (2, 4), (2 ( 1),5 ( 1)) (3,6)AB AC            2 6 4 3 0   又  / /AB AC 又因为

直线 AB 和 AC有公共点 A，所以 A，B，C三点共线. 

例 4.设点 P是线段 P1P2上的一点，点 P1，P2的坐标分别为 ),(),,( 2211 yxyx   ， 

（1）当 P是线段 P1P2的中点时，求点 P的坐标； 

（2）当 P是线段 P1P2的一个三等分点时，求点 P的坐标。 

解 ：（ 1 ） 如 图 所 示 ， 由 向 量 的 线 性 运 算 可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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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P 点的坐标是

1 2 1 2( , )
2 2

x x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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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两种情况，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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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P PP 时，如左图 1 

1 1 1 1 2 1 2 1

1 2 1 2

1 2

1 1
( )

3 3

2 22 1
( , )

3 3 3 3

OP OP PP OP PP OP OP OP

x x y y
OP OP

      

 
  

同 理 当

1 22PP PP 时，可求得 1 2 1 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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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P 的坐标为 1 2 1 22 2
( , )

3 3

x x y y 
或 1 2 1 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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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对例 4的拓展探究 

问题 3：已知点 P1、P2的坐标分别为（x1，y1）、（x2，y2），

且
1 2PP PP= ，如何求点 P的坐标？  

答：由 PP1 ＝λ 2PP 得， 1OPOP  ＝λ（ OPOP 2 ） （O为原点）． 

于是（1＋λ）OP ＝ 21 OPOP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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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定比分点公式的向量形式．为了得到公式的坐标形式，我们把向量的坐标代入： 

设 P（x，y），则 1OP ＝（x1，y1）， 2OP ＝（x2，y2），OP ＝（x，y）于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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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线段的定比分点公式．当λ＝1时，就得到中点坐标公式． 

推导过程中之所以把 PP1 变为 1OPOP  ，是因为OP 的坐标与点 P 的坐标是相同的，

这样就把向量与点的坐标联系起来了． 

任务四：反思小结，将本节课所学知识归入自己的知识体系 

 本节课学了哪些知识？你能体会坐标法给我们解决问题带来了哪些方便吗？ 

1. ( , )a x y   ，
1 2 2 12. / / 0a b x y x y   坐标的引入使得向量问题完全的代数化，

淡化了对形的要求，我们可以直接运用代数运算来解决复杂的问题，例如：线线

平行，三点共线，线段的等分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