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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化归”思想在数学解题中有多种形式，其主要作用是将问题的解决由复杂变为简单，由抽象变为具体。

化归思想在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也很广泛，如利用化归思想解决数列问题、不等式问题、方程问题等，尤

其是在一些综合性较强的问题中，常常会把若干个相关的知识综合在一起，通过各种转化把它们统一到

一个整体上来分析研究。本文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说明了研究的重要性。其次阐述了化归思

想的概念和基本原理，以及化归思想方法在数学解题中的原则，同时提出了化归思想的一般模式。接着

从中学数学中的不同领域出发，分别探讨化归思想在函数、数列、不等式等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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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a of naturalization has many forms in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 and its main function is 
to change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from complex to simple, from abstract to concrete. The applica-
tion of naturalization thought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is also very wide, such as the use of naturali-
zation though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number series, inequality, equation, especially in some com-
prehensive problems, which often will synthesize several related knowledge together, through a va-
riety of transformation to unify them into a whole on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This paper first in-
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explains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udy;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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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borates the concept and basic principle of naturalization thought,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 of natu-
ralization thought method in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general mode of 
naturalization thought; next from the different fields of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respectively ex-
plore the naturalization thought in the function, series, inequalitie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re-
spons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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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数学作为一门基础的教育学科，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渗透在各行各业中，而数学的掌握和应用对

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数学思想方法使人思维敏捷、表达清楚、做事有条理有逻辑，有自

己思考问题的方向，所以对数学教育提出了适合当今社会需要的数学大纲以及数学课程改革计划，主要

特点就是更加注重学生的思想发展，锻炼学生灵活的数学思维方式，增强学生数学核心素养以及学生数

学思维能力的提高。数学课程的教学首先应该教授学生和数学相关的知识和技能，除此之外，还应该让

学生们通过学习课程理解并掌握数学知识之中的各种思想方法[1]。 
数学思想包括很多，较重要的有化归思想、数形结合思想、建模思想、函数思想等。其中，化归思

想广泛地渗透在其他思想中，特别是在数学解题过程中，例如：我们在中学阶段运用较为频繁的数形结

合思想，实际上它就是数与形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还有分类讨论思想，是整体和局部的转化，化归思

想是数学思想的基石，也是数学思想的灵魂，所以化归思想的培养特别重要[2]。 

1.2. 研究意义 

化归思想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的思想方法，掌握新知识，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系统地学习中学数

学知识，培养数学思维。在中学数学学科的学习中，化归思想方法是最基础、运用最广泛的，化归思想

主要是揭示了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从而进行知识之间的转化，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数学教学很重视解题技巧的培养，化归思想一直贯穿在所有数学问题的解题过程之中，是最基础、

使用最频繁的思想之一，总的来说，数学解题就是运用现有的条件，把原有的问题转化成易解决的问题，

这也就是化归的过程，注重化归思想的教学，有助于形成学生化归思维，提升学生化归能力，也就提高

了学生的解题能力。 

1.3. 研究方法 

1.3.1. 文献研究法[3] 
对化归思想方法相关的论文以及资料进行搜集、查阅、分析、总结，以及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

化归思想有更深入的认识，熟悉并掌握化归思想之前的研究和发展情况，并结合实际教学工作，研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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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思想方法在数学中的应用与重要作用，制定今后开展教学工作的教学策略。 

1.3.2. 文本研究法[3] 
以北师大版数学教材为基础，对其中提及到的化归思想进行总结与研究，发掘蕴含化归思想的数学

知识，并结合课程实践，把化归思想方法融入到教材内容的教学设计当中。 

2. 化归思想的基础知识 

2.1. 化归思想的概念 

化归思想是指对问题做细致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已学知识的回忆开启思维大门，借助旧知识，旧

经验来处理新问题，将未知问题化为已知问题、将较难问题化为容易问题、将繁琐问题化为简单问题以

及化高维为低维、化数为形、化抽象为具体、化实际问题为数学问题的一种思想[1]。在数学教学中化归

思想的运用十分广泛，用此数学思想不仅增强数学教学的趣味性以及灵活性，还能锻炼学生灵活的数学

思维方式，增强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提升学生的数学解题能力。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更加重

视培养学生的化归思想与应用。化归思想可用如图 1 表示：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automation ma-
jor [3] 
图 1. 自动化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图[3] 

 
在数学学科中，化归思想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方法，它是从复杂问题转化为简单问题的过程中寻找

解题思路的一种方法。例如，在学习“圆的有关知识”时，教师可以将圆的相关知识与整式方程、函数、

不等式、几何图形等知识结合起来，让学生从整体上对圆进行学习；在学习“一次函数”时，教师可以将

一次函数的图像与一元二次方程、一元二次不等式结合起来，让学生从整体上对一次函数进行学习。 

2.2. 化归思想的原则 

2.2.1. 熟悉化原则 
熟悉化原则要求我们对所要学习的知识或对象有深刻的理解和记忆，并能熟练运用，它是指人们在

学习新的知识时，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和实践，不仅能准确地记忆所学知识或对象，而且还能对其进行

概括、综合、抽象、类比、转换等思维活动，从而使新知识或对象的特征与原有知识或对象特征之间建

立起了清晰的联系，对所学知识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熟悉化原则要求我们对所学知识或对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仔细分析，找出新知识和旧知识

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尝试将我们不熟悉的知识转化为熟悉的知识，将待解决的问题转化到已解决的

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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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简单化原则[4] 
简单化原则最大特点就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通过一定的方法分解为若干个简单的组成因素，然后

根据一定的规则组合起来，最后得出结论。 
数学中很多的问题都是“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化抽象为具体”的。如方程根的性质、函

数、几何、解析几何中许多重要概念、定理和性质等，都是由一些基本元素组成的一系列简单问题。对

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采用化归方法，通过特殊与一般的转化，把它们转化为几个基本元素或简单问题

来解决。例如：函数、方程根的性质、几何中一些重要概念和性质等表示形势的简化或者运算处理方法

的简化。 

2.2.3. 直观化原则 
数学知识是抽象的，难以直接感知，这就需要借助直观来进行教学。数学中的很多知识、定理、法

则和规律，都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它们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建立的，因此，数学知

识和规律的教学，必须采用直观化的原则，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感知知识和规律。 
直观化原则是指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充分利用直观教具进行教学，通过演示、操作等一系列的手段让

学生理解抽象的数学知识以及规律。 
例如，在《线段的长短》一课中，教师可以让学生在操作活动中感知线段的长短，教师通过演示活

动向学生展示了一个长为 2 分米的线段和一个长为 1 分米的线段。 

2.3. 化归思想的一般模式 

2.3.1. 数与数之间的转化 
我们的数学概念、思想、方法，都是建立在数与数之间的转化基础上的。 
例如：正弦函数 siny x= 和 cosy x= 的图像，它们都是轴对称图形，而轴对称性是数与数之间转化的

重要特征。再如：相似三角形中，相似比等于相似三角形周长的比，相似三角形面积的比等于相似比的

平方，它是数与数之间转化的重要特征。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一个复杂图形，需要经过无数次变换才

能得到它所需要的形状，但是在变换过程中，往往会丢失一些信息.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化整为零”、“化

繁为简”、“化隐为显”来对复杂图形进行分析和研究[5]。 

2.3.2. 形与形之间的转化 
形与形之间的转化最简单的就是图形的转化，把不规则的平面图形或者立体图形通过相减、分割、

割补等一系列的方法，把不规则的图形转化成规则的几何图形，使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变得简单化。 
运用相减法求图形面积如图 2： 

 

 
Figure 2. Diagram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automation major 
图 2. 自动化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图 

2.3.3. 数与形之间的转化 
在代数式的研究中，“数”是研究变量与常量的一种数学语言，“形”是研究变量与变量之间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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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关系，所以数形结合是代数式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数与形”在数学中被称为“数形结合”，是指

运用图形性质解决数量问题的方法。 
代数式研究中，常用“形”来表示某些量，如表示一个函数关系式，把函数中的每一个参数用函数

图像来表示。而在几何图形问题中，特别是平面几何中，几何图形往往被看作是变量，或者是函数的一

种特殊情况。因此，数形结合就成为了一种常用的解题方法。 

3. 化归思想在中学数学中的应用 

数学解题中，有些问题从特殊到一般，从数到形，学生更容易理解，有些问题从一般到特殊，从形

到数，或者数形结合，学生更容易接受，整体来说是要从简单到复杂，从已知到未知。不同类型的问题，

需要根据学生解题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变换策略，在教学中逐步进行化归思想的渗透。 

3.1. 化归思想在函数中的应用 

函数反映了生活中的变量关系，是揭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一种数学模型。函数是高中数学学习

的一条主线，贯穿于整个高中数学的学习。对于函数部分的学习，教师要引导学生用发展的眼光去研究

变量之间的关系，利用化归思想将文字描述的静态问题转化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以运动的观点来研

究函数的性质。 

3.1.1. 函数求值域问题中的整体换元 
函数求值域问题中，我们一般将函数进行整体的换元，将其化为一个新的函数，然后对其求值即可。

我们知道，在实际问题中，一般很难找到一个数使得函数的值域是连续的，我们可以利用整体换元的方

法来处理。 
例 1 求函数 1y x x= + − 的值域。 

分析 首先求定义域，根号下的数必须大于零，又因为它是增函数，所以没有上限。 
解 令 ( )1 0x t t− = ≥ ， 

则 
2 1x t= + , 

所以 
2

2 1 31
2 4

y t t t = + + = + + 
 

, 

又因为 0t ≥ ，所以由二次函数的性质可知当 0t = 时， min 1y = 。 
当 t →+∞时， y →+∞，故函数的值域为 [ )1,+∞ 。 

3.1.2. 函数思想中的数形转化[6] 
在学习了函数的定义之后，我们知道了函数是一种特殊的图形，在这个图形中，我们可以进行数与

形的相互转化，而在我们进行函数分析的过程中，数形转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例 2 (2012·北京高考) 函数 ( )
1
2 1

2

x

f x x  = −  
 

的零点的个数为(  ) 

        A.0          B.1          C.2           D.3 

分析 首先先画出两个函数
1
2

1y x= 与 2
1
2

x

y  =  
 

的图像，再利用几何画板绘制函数图像，几何画板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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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图像可以直观地回答问题，展现问题的本质，寻找解题线索。 

解 在同一平面直角坐标系内作出
1
2

1y x= 与 2
1
2

x

y  =  
 

的图像如图 3 所示。 

易知，两函数图像只有一个交点，因此函数 ( )
1
2 1

2

x

f x x  = −  
 

只有一个零点。 

 

 
Figure 3. Diagram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auto-
mation major 
图 3. 自动化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图 

 
所以答案选 B。 

3.1.3. 函数问题关于图形变化的分类讨论 
有些关于函数的数学题，图形位置存在很多可能性，那么就需要对图形分类讨论。本题在题设条件

下有不确定因素“C 为 x 轴上一点”，即 C 点可能在顶点 A 的左边，也可能在顶点 A 的右边，因此需要

分类讨论。 
例 3 已知 A 为抛物线 23 2 3 3y x x= − + 的顶点，B 为该抛物线与 y 轴的交点，C 为 x 轴上一点。

设线段 BC、CA、AB 的长分别为 , ,a b c，当 2a c b+ = 时，求：(1) 经过 ,B C 两点的直线的解析式；(2) ABC∆

的面积。 
分析有些几何题，尤其是未画出图形的几何题，经常出现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图形，此时需要分类

讨论。 
解 (1) 如图 4，设 C 点坐标为 ( ),0x ，由已知条件易得 ( ) ( )1,0 , 0, 3A B ， 

① C 点顶点 A 的左边时， 

( )1 1b AC x x= = − < , 

( )2 3 2 2 1x x+ + = − , 

解得 

1x = ± , 

取 1x = − ，C 点坐标为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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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过 ( )0, 3B 及 ( )1,0C − 的直线为 3 3y x= + 。 

② 当 C 点顶点 A 的右边时， ( )1 1b x x= − > ，同理可求得
13 ,0
3

C  
 
 

， 

因此过 ( )0, 3B 及
13 ,0
3

C  
 
 

的直线为
3 3 3
13

y x= − + 。 

(2) 当 C 点坐标为 ( )1,0− 时， 2AC = ， 

1 2 3 3
2ABCS∆ = × × = . 

当 C 点坐标为
13 ,0
3

 
 
 

时，
10
3

AC = ， 

Δ
1 10 53 3
2 3 3ABCS = × × = . 

 

 
Figure 4. Diagram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automation major 
图 4. 自动化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图 

3.2. 化归思想在数列中的应用 

高中阶段，教材在数列部分重点介绍了等差、等比两类比较特殊的数列，练习中除了对等差、等比

数列求通项或求和问题的考察，还有许多题目是考察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以及对转化与化归思想的掌

握。一些相对复杂的数列求通项、求和的问题通常可以通过构造法，转化为等差或等比数列等问题进行

处理。接下来我们通过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3.2.1. 转化为等差以及等比数列的特殊数列问题 
例 4 (2020 年全国卷 3 理科第 17 题) 设数列{ }na 满足 1 3a = ， 1 3 4n na a n+ = − 。 

(1) 计算 2 3,a a ，猜想{ }na 的通项公式并加以证明； 

(2) 求数列{ }2n
na 的前 n 项和 nS  [7]。 

分析不少同学在解决本题过程中，对于数列{ }na 的通项公式的证明部分感觉比较困难，对于已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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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数列递推关系 1 3 4n na a n+ = − 具体的转化方向不够明确。 
解 (1) 2 5a = ， 3 7a = ，猜想 2 1na n= + ，由已知可得 

( ) ( )1 2 3 3 2 1n na n a n+ − + = − +   , 

( ) ( )1 12 1 3 2 1n na n a n+ −− + = − −   , 

  

( )2 15 3 3a a− = − , 

因为 1 3a = ，所以 2 1na n= + 。 

(2) 由(1)得 ( )2 2 1 2n n
na n= + ，所以 

( )2 33 2 5 2 7 2 2 1 2n
nS n= × + × + × + + + × ,                         ① 

从而 

( )2 3 4 12 3 2 5 2 7 2 2 1 2n
nS n += × + × + × + + + × ,                       ② 

①~②得 

( )2 3 13 2 2 2 2 2 2 2 2 1 2n n
nS n +− = × + × + × + + × − + × , 

所以 

( ) 12 1 2 2n
nS n += − + . 

3.2.2. 通过放缩法，不可直接求和数列转化为可直接求和数列 
对数列进行化归，若能直接求和，则考虑求和；若不能或者很难求和，则可考虑放缩法求解。进行

化归时要注意： 
1、注意把数列化成等差或等比数列； 
2、成等比或等差数列； 
3、注意把数列分解成两个部分。 

例 5 已知数列{ }na 的前 n 项和为{ }nS ，且满足 1
1
2

a = ， ( )1 0 2n n na S S n−+ = ≥ 。 

(1) 数列
1

nS
 
 
 

是否为等差数列？并证明你的结论； 

(2) 求 nS 和 na ； 

(3) 求证： 2 2 2 2
1 2 3

1
2nS S S S+ + + + <  [7]。 

分析当学生已经对数列的前 n 项和 S 与通项 a 之间关系的转化方式比较熟悉之后，例 5 的第(1)，(2)

问对于学生来讲，解题思路是比较清晰的，学生出错主要集中在第(3)问，这里要证明的式子中出现了一

串不能直接进行求和化简的数列的前 n 项和，很多学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解 (1) 数列
1

nS
 
 
 

为等差数列，证明如下： 

由 ( )1 0 2n n na S S n−+ = ≥ ， 

得 ( )1 1 0 2n n n nS S S S n−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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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边同时除 1n nS S − ，并移项得
1

1 1 2
n nS S −

− = ，又因为
1 1 2

n nS a
= = ， 

故数列
1

nS
 
 
 

是以 2 为首项，2 为公差的等差数列。 

(2) 由(1)得 1
2nS

n
= ，

( )

( ) ( )

1 1
2

1 2
2 1

n

n
a

n
n n

 == 
− ≥

−

。 

当 1n = 时， 2
1

1 1
4 2

S = < ； 

当 2n ≥ 时， 2
2

1 1 1 1
4 14nS

n nn
 = < − − 

， 

( )
2 2 2 2

1 2 3
1 1 1 1 1 1 1 1 1 1 11
4 4 1 2 2 3 1 4 4 2 2nS S S S

n n n n
   + + + + < + + + + = + − = − <   × × − ×    

  , 

综上所述 2 2 2 2
1 2 3

1
2nS S S S+ + + + < 。 

3.3. 化归思想在不等式中的应用 

不等式知识点多，应用广泛，它作为研究数学问题的重要工具渗透在数学的方方面面，常与其他知

识一起考察一些综合问题。不等式与函数、方程等问题都有密切联系，很多的不等式问题可以与函数或

方程问题相互转化。 

3.3.1. 不等式转化成等式 

例 6 已知数列{ }na 中， 1 2a = ， 1
1

2
n

n
n

aa
a+ = + ，求证： ( )1

12 2
2n na n N ∗

−< < + ∈ 。 

分析 在中学数学中，我们往往会遇到不等式证明这一类问题，但除了用不等式思维来解决，我们还

可以从证明等式的角度来解决这类问题。 

解 由题设 1
1

2
n

n
n

aa
a+ = + ，故 1

1 12 2
2 2
n

n
n

aa
a+ = + ≥ = 。 

当
1 2

2
n

n
n

a a
a

= ⇒ = 时，等号成立， 

若 ( )2

1 12 2 0 2n n na a a− −= ⇒ − = ⇒ = ， 

故与 1 2a = 矛盾，所以对任意 n N +∈ ， 2 0na − > 。 

再作差、配方得 

( )
( )

2

1 1

1 1 11

2 2 2 1 2 12 0
2 2 2 2 22

n n n
n

n n nn

a a a
a

a a aa
− −

− − −−

− − −
− = > ⇒ = = − <

−
. 

因为 0na > ， 
即 

1

2 1
22

n

n

a
a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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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 ( )1 2
1 11 1

1 2 1

2 2 2 1 12 2 2
2 22 2 2

n n
n n n

n n

a a aa a a
a a a

−
− −

− −

− − −
− = ⋅ ⋅ − < − <

− − −
 , 

即 1
10 2

2n na −< − < ， 

不等式 1
12 2

2n na −< < + 成立。 

3.3.2. 不等式转化为函数求解[8] 
不等式恒成立问题一般可以转化为相应的函数的最值问题进行求解。恒成立问题还可以分为分参或

者对含参函数进行分类讨论两种做法，但是无论哪种方法，最终都转化为函数最值求解。 
例 7 已知不等式 2 1 0x ax− + ≥ ，若对一切 [ ]2,3x∈ 恒成立，求实数 a 的取值范围。 

分析 本题是恒成立问题中的典型问题，通过对含参函数在不同情况下的最值进行分类讨论，能够很

好地说明处理恒成立问题的一般解题思路。学生习惯于把字母 x 作为变量，把字母 a 作为参数，因此在处

理时候会觉得困难，需要提醒学生打破习惯思维，变换主元，把问题转化为函数 ( ) [ ]2 1, 2,3g a x ax x= − + ∈

的最值问题处理。 
解 设函数 ( ) [ ]2 1, 2,3f x x ax x= − + ∈ ，不等式 2 1 0x ax− + ≥ ，在 [ ]2,3x∈ 恒成立，只需要函数 ( )f x 的

最小值大于等于零。 

① 当 4a ≤ 时，函数 ( )f x 在 [ ]2,3x∈ 上单调递增，则 ( ) ( )min 2 5 2 0f x f a= = − ≥ ，解得
5
2

a ≤ 。 

② 当 4 6a< < 时，函数 ( )f x 在 2,
2
a 

  
上单调递增，在 ,3

2
a 
  

上单调递增，所以 

( )
2

min 1 0
2 4
a af x f  = = − ≥ 

 
，解得 2 2a− ≤ ≤ ，与 4 6a< < 矛盾。 

③ 当 6a ≥ 时，函数 ( )f x 在 [ ]2,3x∈ 上单调递减，则 ( ) ( )min 3 10 3 0f x f a= = − ≥ ，解得
10
3

a ≤ ，这

与 6a ≥ 矛盾。 

综上，
5
2

a ≤ 时，不等式 2 1 0x ax− + ≥ 在 [ ]2,3x∈ 上恒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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