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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角三角函数”课堂教学设计(陈新智 ) 

 

  九年级数学 

  第二十八章“锐角三角函数”教材分析 

  本章包括锐角三角函数的概念以及利用锐角三角函数

解直角三角形等内容。锐角三角函数为解直角三角形提供了

有效的工具，解直角三角形在实际当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这

也为锐角三角函数提供了与实际联系的机会。研究锐角三角

函数的直接基础是相似三角形的一些结论，解直角三角形主

要依赖锐角三角函数和勾股定理等内容，因此相似三角形和

勾股定理等是学习本章的直接基础。 

  本章重点是锐角三角函数的概念和直角三角形的解法。

锐角三角函数的概念既是本章的难点，也是学习本章的关

键。难点在于，锐角三角函数的概念反映了角度与数值之间

对应的函数关系，这种角与数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用含有

几个字母的符号 sin A 、cos A 、tan A 表示函数等，学生过

去没有接触过，所以对学生来讲有一定难度。至于关键，因

为只有正确掌握了锐角三角函数的概念，才能真正理解直角

三角形中边、角之间的关系，从而才能利用这些关系解直角

三角形。 

  一、教科书内容与课程学习目标 本章知识结构框图 

  本章知识的展开顺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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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书内容 

  本章内容分为两节。第一节主要学习正弦、余弦和正切

等锐角三角函数的概念，第二节主要研究直角三角形中的边

角关系和解直角三角形的内容。第一节内容是第二节的基

础，第二节是第一节的应用，并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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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节的学习有巩固和提高的作用。 

  在节 “锐角三角函数”中，教科书先研究了正弦函数，

然后在正弦函数的基础上给出余弦函数和正切函数的概念。

对于正弦函数，教科书首先设置了一个实际问题，把这个实

际问题抽象成数学问题，就是在直角三角形中，已知一个锐

角和这个锐角的对边求斜边的问题。于这个锐角是一个特殊

的 30°角，所以可以利用“在直角三角形中，30°角所对的

边是斜边的一半” 这个结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接下去教科

书又提出问题：如果 30°角所对的边的长度发生改变，那么

斜边的长变为多少？解决这个的问题仍然需要利用上述结

论。这样就能够使学生体会到“无论直角三角形的大小如何，

30°角所对的边与斜边的比总是一个常数”。这里体现了函

数的对应思想，即 30°角对应数值。接下去，教科书又设置

一个“思考”栏目，让学生进一步探讨在直角三角形中，45°

角所对的边与斜边的比有什么特点。利用勾股定理就可以发

现这个比值也是一个常数。这样就使学生认识到“无论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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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的大小如何，45°角所对的边与斜边的比总是一个常

数”。通过探讨上面这两个特殊的直角三角形，能够使学生

感受到在直角三角形中，如果一个锐角的度数分别是 30°和

45°，那么它们所对的边与斜边的比都是常数。这里体现了

函数的思想，也为引出正弦函数的概念作了铺垫。有了上面

这样的感受，会使学生自然地想到，在直角三角形中，一个

锐角取其他一定的度数时，它的对边与斜边的比是否也是常

数的问题。这样教科书就进入对一般情况的讨论。对于这个

问题，教科书设置了一个“探究”栏目，让学生探究对于两

个大小不等的直角三角形，如果有一个锐角对应相等，那么

这两个相等的锐角所对的直角边与斜边的比是否相等，利用

相似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这个结论就可以得到“在直角三角

形中，当锐角的度数一定时，不管三角形的大小如何，这个

角的对边与斜边的比是一个固定值”。此引出正弦函数的概

念。这样引出正弦函数的概念，能够使学生充分感受到函数

的思想，即在直角三角形中，对一个锐角的每一个确定的值，

sin A 都有唯一确定的值与它对应。在引出正弦函数的概念

之后，教科书在一个“探究”栏目中，类比正弦的概念，从

边与边的比的角度提出一个开放性问题：在直角三角形中，

当一个锐角确定时，这个角的对边与斜边的比就随之确定，

此时，其他边之间的比是否也确定了呢？提出这个问题的目

的是要引出对余弦函数和正切函数的讨论。于教科书比较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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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地讨论了正弦函数的概念，所以对余弦函数和正切函数概

念的讨论采用了直接给出的方式，具体的讨论学生类比正弦

函数自己完成。在余弦函数和正切函数的概念给出之后，教

科书在边注中分析了锐角三角 

  2 

  函数的角与数值之间的对应关系，突出了函数的思想。

一些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是经常用到的，教科书借助于学生

熟悉的两种三角尺研究了 30°、45°、60°角的正弦、余弦

和正切值，并以例题的形式介绍了已知锐角三角函数值求锐

角的问题，当然这时所要求出的角都是 30°、45°和 60°

这些特殊角。教科书把求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和已知特殊角

的三角函数值求角这两个相反方向的问题安排在一起，目的

是体现锐角三角函数中角与函数值之间的对应关系。本节最

后，教科书介绍了如何使用计算器求非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

以及如何根据三角函数值求对应的角等内容。于不同的计算

器操作步骤有所不同，教科书只就常见的情况进行介绍。 

  节“解直角三角形”是在第一节“锐角三角函数”的基

础上研究解直角三角形的方法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本节开

始，教科书设计了一个实际背景，其中包括两个实际问题，

这两个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问题分别是已知直角三角形的

一个锐角和斜边求这个角的对边与已知直角三角形的一条

直角边和斜边求这两个边的夹角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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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到节学习的有关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的内容。这两个问

题实际上属于求解直角三角形的问题，设计这个实际问题的

目的是要引出解直角三角形的内容。因此，教科书借助于这

个实际问题背景，设计了一个“探究”栏目，要求学生探讨

在直角三角形中，根据两个已知条件求解直角三角形，最后

教科书归纳给出求解直角三角形常用的反映三边关系的勾

股定理，反映锐角之间关系的互余关系，以及反映边角之间

关系的锐角三角函数关系。这样，教科书就结合实际问题背

景，探讨了解直角三角形的内容。接下去，教科书又结合四

个实际问题介绍了解直角三角形的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第

一个实际问题是章前引言中提到的确定比萨斜塔倾斜程度

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已知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和一个锐

角的对边，求这个锐角的问题。这要用到正弦函数。第二个

问题是确定“神舟”五号变轨后，所能看到地面的最大距离。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已知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和一个锐角的邻

边，求这个锐角的问题。这要用到余弦函数。第三个问题是

确定楼房高度的问题。这个问题抽象成数学问题是已知直角

三角形的一个锐角和它的邻边，求这个角的对边。这要用到

正切函数。第四个实际问题是在航海中确定轮船距离灯塔的

距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反复利用正弦函数。本节最后，教

科书采用将测量大坝的高度与测量山的高度相对比的方式，

直观形象地介绍了“化整为零，积零为整”“化曲为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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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代曲”的微积分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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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学习目标 

  对于本章内容，教学中应达到以下几方面要求。 

  1.了解锐角三角函数的概念，能够正确应用 sin A、cos 

A、tan A 表示直角三角形中两边的比；记忆 30°、45°、

60°的正弦、余弦和正切的函数值，并会一个特殊角的三角

函数值说出这个角。 

  2.能够正确地使用计算器，已知锐角求出它的三角函数

值，已知三角函数值求出相应的锐角。 

  3.理解直角三角形中边与边的关系、角与角的关系和边

与角的关系，会运用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的两个锐角互余

以及锐角三角函数解直角三角形，并会用解直角三角形的有

关知识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 

  4.通过锐角三角函数的学习，进一步认识函数，体会函

数的变化与对应的思想；通过解直角三角形的学习，体会数

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并结合实际问题对微积分的思

想有所感受。 

  二、本章编写特点 

  加强与实际的联系 

  本章主要包括锐角三角函数和解直角三角形两大块内

容。这两大块内容是紧密联系的。锐角三角函数是解直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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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的基础，解直角三角形的理论又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提

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解直角三角形为锐角三角函数提供了与

实际紧密联系的沃土。因此本章编写时，加强了锐角三角函

数与解直角三角形两大块内容与实际的联系。例如，在章前

引言中利用确定山坡上所铺设的水管的长度问题引出正弦

函数；结合使用梯子攀登墙面问题引出解直角三角形的概念

和方法；等等。再有，教科书利用背景丰富有趣的四个实际

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解直角三角形在实际中的广泛应

用。教科书这样将锐角三角函数和解直角三角形的内容与实

际问题紧密联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一

方面可以让学生体会锐角三角函数和解直角三角形的理论

实际，是实际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让学生看到它们在解决实

际问题中所起的作用，感受实际问题抽象出数学问题，通过

解决数学问题得到数学问题的答案，再回到实际问题的这种

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过程。这个认识过程符合人的认知

规律，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丰富有趣的实际

问题也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加大学生的思维空间，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本章编写

时一方面继续保持原有的通过设置“观察”“思考”“讨论”

“探究”“归纳”等栏目来扩大学生探索交流的空间，发展

学生的思维能力。同时结合本章内容的特点，又考虑到学生

的年龄特征，对于本章的一些结论，教科书采用了先设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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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探究性活动栏目，然后直接给出结论的做法，而将数学结

论的探索过程完全留给学生，不像前两个年级那样，将这些

探究过程通过填空或留白等方式引导学生进行探究。例如，

教科书在详细研究了正弦函数，给出正弦函数的概念之后，

设置了一个“探究”栏目，并提出问题：“在直角三角形中，

当一个锐角确定时，它的对边与斜边的比就随之确定，那么，

此时其他边之间的比是否也确定了呢？为什么？”接下去，

教科书直接给出了余弦函数和正切函数的概念，而将“邻边

与斜边的比、对边与邻边的比也分别是确定的”这个结论的

探究过程完全留给学生自己完成。再如，对于 30°、45°、

60°这几个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教科书也是首先设置一个

“思考”栏目，在栏目中提出问题“两块三角尺中有几个不

同的锐角，分别求出这几个锐角的正弦值、余弦值和正切

值”，然后教科书用一个表格直接给出了这几个特殊角的三

角函数值，而将这些角的三角函数值的求解过程留给学生完

成。这样的一种编写方式就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探索空

间，开阔思路，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有效改变学生的学习

方式。 

  揭示数学内容的本质 

  本章的一个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理解锐角三角函数的概

念，这个概念与学生以前所学的一次函数、反比例函数和二

次函数有所不同，它反映的不是数值与数值的对应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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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角度与数值之间的对应关系，学生初次接触这种对应关

系，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而这种对应关系对学生深刻理解

函数的概念又有很大帮助，因此，教科书针对这种情况，加

强了对锐角三角函数所反映的角度与数值之间的对应关系

的刻画。例如，对于正弦函数，教科书首先研究了在直角三

角形中，30°和 45°的锐角所对的边与斜边的比分别是常数

和，然后就一般情况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当一个锐角的

度数一定时，这个角的对边与斜边的比也是一个常数，这样

就突出了锐角与比值的对应关系，即对于每一个锐角，都有

一个比值与之对应，从而给出正弦函数的定义。同样，教科

书在阐述余弦函数和正切函数时也突出了锐角与“邻边与斜

边的比值”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锐角与“对边和邻边的比值”

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在边注进一步强调了这种函数关系：对

于锐角 A的每一个确定的值，sin A 有唯一确定的值与它对

应，所以 sin A 是 A的函数。同样地，cos A ，tan A 也是 A

的函数。这样，就可以让学生对变量的性质以及变量之间的

对应关系有更深刻的认识，加深对函数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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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积分的思想在数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基本思想是

“化整为零，积零为整”“化曲为直，以直代曲”，这个基

本思想是很朴素的，是可以在初等数学中得到反映的。教科

书在本章最后，结合解直角三角形的内容，采用与测量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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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和测量山的高度相对比的方式，直观形象地介绍了在

确定山的高度时，如何将山坡“化整为零”，如何将山坡的

长度“化曲为直、以直代曲”，又如何将每一部分的高度“积

零为整”。这样编写的目的是要体现微积分的基本思想，让

学生通过直观形象的例子对微积分的基本思想有一个初步

的认识。综上所述，本章编写时注意突出数学内容的本质，

强调数学思想方法，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三、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注意加强知识间的纵向联系 第 27 章“相似”为本章研

究锐角三角函数打下了基础，因为利用“相似三角形的对应

边成比例”可以解释锐角三角函数定义的合理性。例如，教

科书在研究正弦函数的概念时，利用了“在直角三角形中，

30°所对的边等于斜边的一半”，得出了“在一个直角三角

形中，如果一个锐角等于 30°，那么不管三角形的大小如何，

这个角的对边与斜边的比值都等于”。事实上，在直角三角

形中，如果一个角等于 30°，那么这样的直角三角形都相似。

因此，不管这样的三角形的大小如何，它们的对应边都成比

例。这也就是说，对于 sin 30 °=，虽然教科书是从两个特

殊的直角三角形归纳得到的，但这个结论是可以从三角形相

似的角度来解释的。同样，对于 45°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

教科书利用相似三角形的有关结论解释了在一般情形中正

弦定义的合理性。因此，锐角三角函数的内容与相似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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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初高学习 

是密切联系的，教学中要注意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

  全等三角形的有关理论对理解本章内容有积极的作用。

例如，在研究解直角三角形时，教科书通过探索得到结论：

事实上，在直角三角形的六个元素中，除了直角，如果再知

道两个元素，这个三角形就确定下来了。这样就可以已知的

两个元素求出其余的三个元素。这个结论的获得实际上利用

了直角三角形全等的有关理论，因为对于两个直角三角形，

如果已知两个元素对应相等，并且其中有一个元素是边，那

么这两个直角三角形就全等，也就是已知一个直角三角形的

除直角外的两个元素，其中至少有一个是边，这个三角形就

确定下来。所以就可以利用这两个元素求出其余的元素。因

此，利用三角形全等的理论，有利于理解解直角三角形的相

关内容。教学中要注意加强知识间的相互联系，使学生的学

习形成正迁移。 

  6 

  另外，本章所研究的锐角三角函数反映了锐角与数值之

间的函数关系，这虽然与一次函数、反比例函数以及二次函

数所反映的数值与数值之间的对应关系有所不同，但它们都

反映了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教学时，要

注意让学生体会这些不同函数之间的共同特征，更好地理解

函数的概念。 

  注意数形结合，自然体现数与形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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