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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探讨向量在高中数学解题中的具体应用，并分析其在解题过程中的作用和效

果. 提出了向量在高中数学解题应用中的注意事项，对于改进高中数学教学和提高学生解题能力具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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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量作为数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几何、代数

等领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不仅为解决各类数学

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也为理解和应用

数学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１ 向量的概述

向量是数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用于表示有

大小和方向的物理量或几何对象. 向量可以在不

同的领域中应用，例如物理学、几何学、计算机图

形学等.
向量可以进行多种运算，包括加法、减法、数

量积和向量积等. 在进行向量的加法和减法时，将
两个向量的起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然后从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上取出向量的终点作

为结果向量的终点[１] . 向量的数量积(也称为点积

或内积)是一个标量，等于两个向量的模的乘积与

它们之间的夹角的余弦值的乘积. 在几何学中，向
量的运用较多，可以表示平面上的点、线段、直线、
平行线、垂直线等几何对象，并且能够进行多种几

何变换. 向量还可以用来解决方程组、证明等式和

不等式、计算三角函数值、描述取值范围以及处理

数列等问题.

２ 高中数学解题中应用向量的必要性

(１)简化计算. 向量的运算规则可以帮助我们

简化计算过程. 通过使用向量的加法、减法、数量积

等运算，可以将复杂的数学问题转化为更简单的向

量运算问题. 这使我们能够更快、更准确地解决问

题，减少繁琐的计算步骤.
(２)提供几何直观. 向量可以用来表示几何对

象，如点、线段、直线等. 通过向量的几何表示，我们

可以更直观地理解问题的几何性质. 通过将问题转

化为向量的几何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几何直

观解决问题，而不仅仅依赖于抽象的代数符号.
(３)解决复杂方程组. 向量可以用来解决一些

复杂的方程组. 通过将方程组转化为向量形式，我们

可以利用向量的线性组合和矩阵的运算来求解方程

组. 这种方法可以简化方程组的求解过程，特别是当

方程组包含大量变量和方程时[２] .
(４)统一概念和方法. 向量是一种统一的数学

概念，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数学领域. 通过使用向量，
我们可以将不同的数学概念和方法联系起来，形成

一个整体的数学体系.
(５)推广应用. 向量不仅在高中数学中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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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许多其他学科和实际问题中有广泛的应用. 通
过学习和应用向量的概念和方法，我们可以为将来

的学习和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向量的应用范

围包括物理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 .

３ 高中数学解题中向量的应用

３. １ 向量在平面几何中的应用

向量可以用来表示平面上的点、线段、直线、平
行线、垂直线等几何对象. 通过向量的加法、减法和

数量积等运算，可以进行向量的平移、旋转、镜像等

几何变换. 此外，向量的模可以用来计算线段的长

度、直线的斜率等.
例 １　 如图 １ 所示，正方形 ＡＢＣＤ，点 Ｐ 在 ＢＤ

上，且 ＰＥＣＦ 为矩形，证明:ＰＡ ＝ ＥＦ.

图 １　 例 １ 题图

证明:建立坐标系，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证明示意图

设 ＡＢ 长为 １，则点 Ａ 坐标为(０，１)，引入变量

λ，假设 ＤＰ 长为 ２λ(０ < λ < １)，
ＤＦ ＝ ＰＦ ＝ λ，点 Ｆ 坐标为(λ，０)，点 Ｅ 坐标为

(１，λ)，点 Ｐ 的坐标为(λ，λ) .
ＰＡ→ ＝ ( － λ，１ － λ)，ＥＦ→ ＝ (λ － １， － λ)

｜ ＰＡ→ ｜ ＝ λ２ ＋ (１ － λ) ２ ， ｜ ＥＦ→ ｜ ＝

(λ － １) ２ ＋ λ２ ，
｜ＰＡ→｜ ＝ ｜ＥＦ→｜，所以 ＰＡ ＝ ＥＦ.

３. ２ 向量在等式(不等式)证明中的应用

向量的性质可以用来证明等式和不等式. 通过

向量的加法、减法、数量积等运算，可以推导出一些

等式和不等式的性质，从而进行证明.

例 ２　 若 ａ １ － ｂ２ ＋ ｂ １ － ａ２ ＝ １，求证:ａ２ ＋
ｂ２ ＝ １.

证 明: 构 造 ｍ ＝ ( ａ， ｂ )， ｎ ＝ ( １ － ｂ２ ，

１ － ａ２ )，

则 ｍ·ｎ ＝ ａ １ － ｂ２ ＋ ｂ １ － ａ２ ＝ １，

｜ ｍ · ｎ ｜ ≤ ｜ ｍ ｜ · ｜ ｎ ｜ ＝ ａ２ ＋ ｂ２ ·

１ － ｂ２ ＋ １ － ａ２≤ａ２ ＋ ｂ２ ＋ ２ － ａ２ － ｂ２
２ ＝ １，

∴ １≤｜ｍ·ｎ ｜≤１，因此 ｜ｍ·ｎ ｜ ＝ １，ｍ 向量和 ｎ
向量共线平行，ａ２ ＋ ｂ２ ＝ １ － ｂ２ ＋ １ － ａ２，求得 ａ２ ＋ ｂ２

＝ １.
３. ３ 向量在取值范围中的应用

向量的模、数量积、坐标和方向角等可以用来描

述向量的取值范围. 通过理解向量的取值范围，可以

解决一些与向量相关的问题，如向量的大小比较、向
量的正交性等.

例 ３　 单位向量 ａ·ｂ ＝ ０，且 ｜ ｃ － ａ － ｂ ｜ ＝ １，求 ｜
ｃ ｜的取值范围.

解　 因为 ａ ﹒ ｂ ＝ ０，所以 ａ 与 ｂ 为互相垂直的

单位向量，因为 ｜ ｃ － ａ － ｂ ｜ ＝ １，所以 ｜ ｃ － (ａ ＋ ｂ) ｜ ＝
１，绘图如 ３ 所示，得到 ａ ＋ ｂ，绘制 ｃ 后，得到 ｃ － (ａ
＋ ｂ) .

图 ３　 例 ３ 解析示意图

ｃ 在如图 ３ 中的圆点为(１，１)，半径 １ 的圆形轨

迹上移动，因此 ｜ ｃ ｜最大值为 ２ ＋ １，最小值为 ２ －

１，所以 ｜ ｃ ｜的取值范围是[ ２ － １， ２ ＋ １] .
３. ４ 向量在数列问题中的应用

向量可以用来表示数列的通项. 通过向量的运

算和性质，可以推导出数列的递推关系或通项公式，
从而解决数列问题. 向量的求和、差分、乘法等运算

可以用来计算数列的和、差分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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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４ 　 已知△ＡＢＣ 中三边长 ａ、 ｂ、 ｃ 为等差

数列. 　

(１)若ｓｉｎＡｓｉｎＢ ＝
３
５ ，求△ＡＢＣ 中最大角的度数；

(２)若 ｂ ＝ １，且ＢＡ→·ＢＣ→ ＝ ｂ２ － ( ａ － ｃ) ２，求
△ＡＢＣ 的面积.

解　 (１)因为 ｓｉｎＡ∶ ｓｉｎＢ ＝ ３∶ ５，
所以 ａ∶ ｂ ＝ ３∶ ５，
令 ａ ＝ ３ｋ，则 ｂ ＝ ５ｋ(ｋ > ０)，
因为三边长 ａ、ｂ、ｃ 依次成等差数列，
所以 ｃ ＝ ７ｋ，

所以 ｃｏｓｃ ＝ ａ
２ ＋ ｂ２ － ｃ２
２ａｂ ＝ － １２ ，

所以最大角 Ｃ ＝ ２π３ .

(２)因为 ｂ ＝ １，三边长 ａ、ｂ、ｃ 依次成等差数列，
所以 ａ ＋ ｃ ＝ ２；
又因为ＢＡ→﹒ＢＣ→ ＝ ｂ２ － (ａ － ｃ) ２，
所以 ａｃｃｏｓＢ ＝ ｂ２ － (ａ － ｃ) ２，

所以 １２ (ａ
２ ＋ ｃ２ － １) ＝ １ － ａ２ － ｃ２ ＋ ２ａｃ，

所以 ３(ａ ＋ ｃ) ２ － １０ａｃ ＝ ３，将 ａ ＋ ｃ ＝ ２ 代入，

求得 ａｃ ＝ ９１０，ｃｏｓＢ ＝
２
３ ，

所以 ｓｉｎＢ ＝ ５３ ，

三角形 ＡＢＣ 面积为 １２ ａｃｓｉｎＢ ＝
３ ５
２０ .

４ 高中数学解题中应用向量的注意事项

在高中数学解题中应用向量时，有几个注意事

项需要考虑:
(１)理论与实践结合. 向量的教学应该结合理

论和实际应用，让学生明白向量的概念、性质和运

算规则，并能够应用到实际问题中. 通过具体的例

子和实际应用的问题，帮助学生理解向量的意义

和用途.
(２)强调几何直观. 向量在几何中的意义和应

用是理解向量的重要基础. 在向量的教学中，应该强

调几何直观，让学生能够通过向量的几何表示来理

解问题和解题思路. 通过绘制向量图形、探索几何性

质等方式，使学生的几何直观能力得到提升[３] .
(３)注重问题解决过程. 向量的教学应该注重

问题解决过程的训练. 通过引导学生分析问题、建立

数学模型、选择合适的向量运算和推导方法，培养学

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数学思维能力.
(４)强化基本概念和运算. 向量的教学应该注

重基本概念和运算的理解和掌握. 学生需要清楚

向量的定义、向量的模、方向、坐标等基本概念，并
能够熟练运用向量的加法、减法、数量积等运算规

则. 通过大量的练习和应用题，巩固基本概念和运

算的掌握[４] .
(５)强调数学语言和符号. 向量的教学中应该

强调数学语言和符号的使用. 学生需要学会用准确

的数学语言描述向量的性质和运算规则，并能够正

确使用向量的符号表示和计算.
(６)多样化教学方法. 向量的教学应该采用多

样化的教学方法，包括讲解、示范、练习、探究、实
践等.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选择

适合的方法和教学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积极性.

５ 结束语

向量在高中数学解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
不仅丰富了解题的方法和思维，还培养了学生的空

间想象力和抽象思维能力. 合理地应用向量，学生可

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数学概念，进而提高解题的准

确性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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