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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七中，作为一所百年名校，在校本教材的开发和利用上从未停止探索的步伐．2013年四川省
迎来首次新课程高考，内容要求和题型结构已初步成型．经过三年一轮的教学实践，成都七中数学组
对新课程高中数学教学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和研究，形成了独特而完备的指导思想．为了将这一集体
智慧渗透到学校的常规教学中，七中数学组群策群力、全员参与，编写了教学辅导同步用书《乐学七
中》．该书既可以满足七中教育集团广大师生的日常教学需要，也可以作为兄弟学校师生了解成都七
中课堂教学的一个窗口．

成都七中的数学教学一直坚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孔子有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乐之者．“乐学”是七中教师对学生主体更加积极的期许状态，学生的这一状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
要耐心引导的．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所带来的成就感往往是学生“乐学”的内在动因，而数学教育中
“怎样解题”则成为教师引导的关键所在．为了构建和完善“怎样解题”的引导平台，教辅用书的选择
和使用贯穿了整个高中数学教学过程．

为了提高教学工作的有效性，由成都七中名优教师牵头，依托学校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七中数
学组教师共同编写了教辅同步用书《乐学七中》，以供学校师生使用．该书有以下特点:

1．章节排布与成都七中实际教学进度一致，为教师的课堂教学与作业布置带来了便利，增加了
该书的可操作性．

2．衔接内容和延拓专题一并刊出，弥补了教材内容与高考要求的脱节，为师生的教与学提供了
必要的蓝本．

3．“课标要求”与“知识要点”言简意赅、点到为止，为教师讲解，学生冥思留下空间．
4．“典型例题”重视课本例题的使用和挖掘，源于教材，但不拘泥于教材．为了保证课堂训练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强调一讲一练，所选题目既能体现知识的内涵和外延，也能兼顾方法的呈现和过手．
5．“备选例题”一方面可作为教师授课的后备题库，另一方面也为学有余力者的拓展训练抛砖引

玉．
6．“小结与反思”为培养学生的归纳辩证思维而留白．
7．“练习”遵循“紧扣课堂、难度适中、梯度呈现”的原则．
基于此，《乐学七中》作为高中数学教学同步辅导用书，有其独特的优势和推广价值．热忱欢迎兄

弟学校师生参考或使用该书．
由于编写时间紧，该书难免存在一些不足，恳请广大师生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订时更加完善．

编 者

2013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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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三角函数

1. 1 任意角和弧度制

§ 1. 1. 1 任意角

一、课标要求
1．了解角的概念推广的实际背景意义;

2．理解任意角、象限角、轴线角、终边相同的角的概念．

二、知识要点
1．角的分类
( 1) 按旋转方向分: 按逆时针方向旋转所形成的角叫

，按顺时针方向旋转所形成的角叫 ，如果
一条射线没有作任何旋转，我们称它形成了一个 ．

( 2) 按终边所在位置分:

象限角: 如果把角的顶点与原点重合，角的始边与 x轴

的非负半轴重合，那么，角的终边( 除端点外) 在第几象限，

我们就说这个角是 ．

轴线角: 如果角的终边在坐标轴上，就认为这个角不属

于 ，称为轴线角．

象限角的集合表示:

角的终边所在位置 角的集合

第一象限

第二象限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2．终边相同的角
与角 α终边相同的角 β 的集合为:

．

注意: 相等的角的终边一定相同，终边相同的角不一定
相等．

3．区间角是介于两个角之间的所有角，如 α∈［30°，
150°］．

4．几种终边在特殊位置时对应角的集合为:

角的终边所在位置 角的集合

x轴非负半轴

y轴非负半轴

x轴非正半轴

y轴非正半轴

x轴

y轴

直线 y= x

直线 y= －x

三、典型例题

在 0°与 360°范围内，找出与下列各角终边相同

的角，并判断它们是第几象限角?

( 1) －120° ( 2) 640° ( 3) －950°12'

若 α= k·360°－1575°，k∈Z，试判断角 α 所

在象限．

第一章 三角函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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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α是第二象限的角，则 180°－α是 ( )
A. 第一象限角 B. 第二象限角
C. 第三象限角 D. 第四象限角

已知角 2α的终边落在 x轴的上方，则 α是
( )

A. 第一象限角 B. 第一、二象限角
C. 第一、三象限角 D. 第一、四象限角

已知 α是第三象限角，则
α
3 是第几象限角

?

已知 α 为第三象限的角，则
α
2 所在的象限

是 ( )
A. 第一或第二象限
B. 第二或第三象限
C. 第一或第三象限
D. 第二或第四象限

方法规律:

四、备选例题

已知角 α 的终边与－690°的终边关于 y 轴对
称，求 α．

方法规律:

如图所示，写出终边落在阴影部分的角的集合．

五、小结与反思

§ 1. 1. 2 弧度制

一、课标要求
1．理解 1弧度的意义，能区分角度与弧度，并能熟练地

进行角度与弧度的互化运算．
2．理解并能灵活运用弧长及扇形面积计算公式．

二、知识要点
1．1弧度的角:长度等于半径的弧所对的圆心角叫做 1

弧度的角，用符号 表示，读作 ．
2．弧度制:用弧度作为单位来度量角的单位制叫做弧

度制．
3．弧度数: 一般地，正角的弧度数是一个 ，负

角的弧度数是一个 ，零角的弧度数是 ．

如果半径为 r的圆的圆心角 α 所对弧的长为 l，那么，

角 α的弧度数的绝对值是 ( 其中 l 是以角 α 作为
圆心角时所对的弧的长，r 是圆的半径) ．这里，α 的正负由
角 α的始边的旋转方向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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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角度与弧度的互化:
( 1) 角度转化为弧度:
360° = rad; 180° = rad;
1° = rad≈0. 01745 rad．
( 2) 弧度转化为角度:
2π rad= ; π rad= ;

1 rad=
180
α( ) °≈57. 3° = 57°18'

5．弧度制下的弧长公式是 ，

扇形面积公式为 S= ．

角度制下的弧长公式是 l=
nπr
180
，

扇形面积公式为 S=
nπr2

360
．

6．填写特殊角的度数与弧度数的对应表:

度 0° 30° 45° 60° 90° 120° 135° 150° 180° 270° 360°

弧度

7．角与实数的对应
角的概念推广后，在弧度制下，角的集合与实数集 R

之间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 每一个角都有唯一的一个实
数( 即这个角的弧度数) 与它对应; 反过来，每一个实数也
都有唯一的一个角( 即弧度数等于这个实数的角) 与它对
应．

三、典型例题

将下列各角化成 0到 2π的角加上 2kπ( k∈Z)

的形式，并指出它是第几象限的角．

( 1)
19
3 π ( 2) －315° ( 3) －1485°

已知角 α=
35
18π
，β=

41
9 π，γ= －

5
9 π，θ=

7
9 π，

其中为第四象限角的是 ( )

A. α B. β C. γ D. θ

已知一扇形的周长为 40 cm，当它的半径和圆心

角取什么值时，才能使扇形的面积最大? 最大面积是多少?

一条弦的长度等于半径 r，求:

( 1) 这条弦所对的劣弧长;
( 2) 这条弦和劣弧所组成的弓形的面积．

设两个集合 M = x | x=
kπ
2
+ π
4
，k∈Z{ }，N =

x | x= kπ－
π
4
，k∈Z{ }，试求 M与 N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 三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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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 M = x | x= k·90°+45°，k∈Z{ }，N =

x | x=
kπ
4
+ π
2
，k∈Z{ }则 ( )

A. M=N B. MN
C. MN D. M∩N=φ

四、备选例题

已 知 A = ［ － 6， 6 ］， B =

β | 2kπ－
π
3
＜β＜2kπ+

π
3
，k∈Z{ }，求 A∩B．

已知一扇形的中心角是 α，所在圆的半径是 R．
( 1) 若 α= 60°，R= 10 cm，求扇形的弧长及该弧所在的

弓形面积;
( 2) 若扇形的周长是一定值 c( c＞0) ，当 α 为多少弧度

时，该扇形有最大面积?

方法规律:

五、小结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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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任意的三角函数

§ 1. 2. 1 任意角的三角函数( 一)

一、课标要求
1．掌握任意角的三角函数的定义;
2．已知角 α终边上一点，会求角 α的各三角函数值;
3．记住三角函数的定义域、值域，诱导公式( 一) ．

二、知识要点
1．任意角的三角函数的定义
设 α是一个任意角，它的终边与单位圆交于点 P ( x，

y) ，那么:
( 1) y叫做 α的正弦，记作 sin α，即 ;
( 2) x叫做 α的余弦，记作 cos α，即 ;

( 3)
y
x 叫做 α的正切，记作 tan α，即 ．

说明: ( 1) 三角函数值只与角的大小有关，而与终边上
点 P的位置无关．

( 2) 当 α=
π
2
+kπ( k∈Z) 时，α 的终边在 y 轴上，终边

上任意一点的横坐标 x都等于 0，所以 tan α=
y
x 无意义

，除

此情况外，对于确定的值 α，上述三各值都是唯一确定的实
数．

( 3) 正弦，余弦，正切都是以角为自变量，以单位圆上
点的坐标或坐标的比值为函数值的函数，我们将这种函数
统称为三角函数．

( 4) 设角 α终边上任意一点的坐标为( x，y) ，它与原点

的距离为 r，则 sin α=
y
r
，cos α=

x
r
，tan α=

y
x
．

2．三角函数的定义域和函数值符号
( 1) 函数 y= sin α 的定义域是 ; y = cos α 的定

义域是 ; y= tan α的定义域是 ．
( 2) 三角函数各象限的符号

3．诱导公式一
终边相同的角的同一三角函数的值相等，由此得到一

组公式: k∈Z，sin( α+2kπ) = sin α cos( α+2kπ) = cos α
tan( α+2kπ) = tan α ( 公式一) ．

说明:利用公式一，可以把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值，转化
为求 0到 2π的三角函数值．

三、典型例题

求
5π
3 的正弦

，余弦和正切值．

已知角 α的终边上一点 P( －15a，8a) ( a∈R

且 a≠0) ，求 α的各三角函数值．

已知 x为终边不在坐标轴上的角，则函数 f( x)

= | sin x |
sin x

+ cos x
| cos x |

+ | tan x |
tan x 的值域是

( )

A. { －3，－1，1，3} B. { －3，－1}
C. { 1，3} D. { －1，3}

设角 α 是二象限的角，且 | cos α
2

| = － cos

α
2
，则

α
2 角属于

( )

A. 第一象限 B. 第二象限
C. 第三象限 D. 第四象限

第一章 三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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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下列各式的值．

( 1) cos －23π
3( ) + tan

17π
4
; ( 2) sin 630° + tan 1125° + tan

765°+cos 540°．

求下列各式的值

( 1) cos
25π
3

+tan －15π
4( ) ;

( 2) sin 420°cos 750°+sin( －690°) cos( －660°) ．

四、备选例题

已知角 θ终边上有一点 P( x，3) ( x≠0) 且 cos θ

= 槡10
10

x，求 sin θ，tan θ的值．

若角 α 的终边落在直线 y = 3x 上，求 sin α，cos

α，tan α．

五、小结与反思

§ 1. 2. 1 任意角的三角函数( 二)

一、课标要求
1．掌握正弦、余弦、正切函数的定义域．

2．了解三角函数线的意义，能用三角函数线表示一个

角的正弦、余弦和正切．

二、知识要点
1．三角函数的定义域

正弦函数 y= sin x的定义域是 ;

余弦函数 y= cos x的定义域是 ;

正切函数 y= tan x的定义域是 ．
2．三角函数线
如图，设单位圆与 x轴的正半轴交于点 A，与角 α的终

边交于 P点．过点 P作 x轴的垂线 PM，垂足为 M，过 A作单
位圆的切线交 OP的延长线( 或反向延长线) 于 T 点．单位
圆中角 α的正弦线是 MP、余弦线是 OM、正切线是

．

记作: sin α= ，cos α= ，tan 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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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MP，OM，AT为有正负的量．

三、典型例题

利用三角函数线解不等式

( 1) cos x≤
1
2
;

( 2) －
1
2 ≤

sin x＜槡
3
2
．

利用三角函数线，求满足 sin x≤
1
2 的角

x的

集合．

在( 0，2π) 内使 sin x＞cos x成立的 x的取值范围

是 ( )

A. π
4
，π
2( ) ∪ π，

5π
4( ) B. π

4
，π( )

C. π
4
，π( ) ∪ 5π

4
，
3π
2( ) D. π

4
，
5π
4( )

当 α为第一象限角时，判断 sin α+cos α与 1
的大小关系．

求函数 f( x) = 1－2槡 cos x +ln sin x－槡
2
2( ) 的定义

域．

求函数 f( x) = cos x－
1
2槡 +lgsin x的定义域．

四、备选例题

在( 0，2π) 内使 sin x+cos x＞0成立的 x的取值范
围是 ．

求证:当 α为锐角时，sin α＜α＜tan α

第一章 三角函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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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与反思

§ 1. 2. 2 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 一)

一、课标要求
1．掌握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

2．运用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解决求值问题．

二、知识要点
1．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式
( 1) 平方关系: ;
( 2) 商数关系: ．

注意: 1．公式中的角 α是同一个角，且角 α的取值要使
公式中的各项均有意义;

2．对公式除了顺用，还应学会逆用、变形使用．

例如:由 sin2α+cos2α= 1，可变形为:

cos2α= 1－sin2α，cos α= ± 1－sin2槡 α，1= sin2α+cos2α，

( sin α ± cos α ) 2 = 1 ± 2sin αcos α，sin αcos α =

( sin α+cos α) 2 －1
2 等．

三、典型例题

已知 tan θ=
1
2
，θ∈

π
2
，π( ) ，求 sin θ，cos θ．

已知 sin α=
1
5
，求 cos α，tan α．

已知 tan α= 2，求下列各式的值．

( 1)
4sin α－2cos α
5cos α+3sin α

; ( 2) sin2α+sin αcos α－2cos2α．

若 tan α= 2，则
1

sin αcos α
= ．

已知 sin β+cos β=
1
5
，且 0＜β＜π．

( 1) 求 sin βcos β、sin β－cos β的值;
( 2) 求 sin β、cos β、tan β的值;
( 3) 求 sin3β－cos3β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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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 sin α－cos α= －槡
5
5
，π＜α＜

3π
2
，求 tan α的

值．

四、备选例题

已知 tan α=m，求 sin α，cos α．

已知 sin θ、cos θ是关于 x的方程 x2 －ax+a= 0的
两个根( a∈R) ．

( 1) 求 sin3θ+cos3θ的值; ( 2) 求 tan θ+
1

tan θ
的值．

五、小结与反思

§ 1. 2. 2 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 二)

一、课标要求
能正确运用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进行简单三角

函数式的化简、求值和恒等式证明．

二、知识要点

1．常用结论: 1±2sin θcos槡 θ = | sin θ± cos θ |，
1+sin x
cos x

=

cos x
1－sin x

．

2．化简三角式的目的是为了简化运算，化简的一般要
求是:

( 1) 能求出值的要求出值来，函数种类尽量少;
( 2) 化简后式子项数最少，次数最低;
( 3) 尽量化去含根式的式子，尽可能不含分母．
3．证明三角恒等式实质是消除等式两端的差异，根据

不同题型，可采用:
( 1) 左边右边 ( 2) 右边左边 ( 3) 左边、右边

中间．这是就证明的“方向”而言，从“繁、简”角度讲一般由
繁到简．

三、典型例题

证明 sin αcos α=
tan α

1+tan2α
．

证明
1+2sin αcos α
cos2α－sin2α

= 1
+tan α

1－tan α
．

第一章 三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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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
1+sin α
1－sin α槡 － 1－sin α

1+sin α槡 = －2tan α，试确定使

等式成立的角 α的集合．

化简下列各式:

( 1)
1－2sin 10°cos 10槡 °

sin 10°－ 1－sin210槡 °
;

( 2) 1+2sin αcos槡 α + 1－2sin αcos槡 α 0＜α＜
π
4( ) ．

化简
1－( sin4x－sin2xcos2x+cos4x)

sin2x
+3sin2x．

化简
sin x

1－cos x
·

tan x－sin x
tan x+sin x槡 ．

四、备选例题

设 sin θ和 cos θ是方程 2x2 －(槡3 +1) x+m = 0 的

两个根，求 m及
sin2θ

sin θ－cos θ
+ cos θ
1－tan θ

的值．

设 sin θ和 cos θ是方程 8x2 +4kx+2k－1 = 0 的两
个根，其中 0＜θ＜π:

( 1) 求 k值;
( 2) 求 tan θ的值．

五、小结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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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

§ 1. 3. 1 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 一)

一、课标要求
1．了解角 2kπ+α、π+α、－α、π－α 的终边与角 α 的终边

之间的关系，能借助单位圆中的三角函数线推导诱导公式
二～四．

2．掌握诱导公式一 ～四，运用它们进行三角函数式的
求值、化简及简单的三角恒等式的证明．

二、知识要点
设 α为任意角，2kπ+α、π+α、－α、π－α的终边分别与 α终边之间的关系和诱导公式一～四．

角 β 2kπ+α π+α －α π－α

图示

β与 α终边间的关系 重合 关于 对称 关于 对称 关于 对称

正弦 sin( 2kπ+α) = sin α sin( π+α) = sin( －α) = sin( π－α) =

余弦 cos( 2kπ+α) = cos α cos( π+α) = cos( －α) = cos( π－α) =

正切 tan( 2kπ+α) = tan α tan( π+α) = tan( －α) = tan( π－α) =

三、典型例题

求下列三角函数值:

( 1) cos 225°; ( 2) sin
11
3 π; ( 3) sin －16π

3( ) ;
( 4) cos( －2040°) ．

方法规律:

求下列三角函数值:

( 1) sin －43
6 π( ) ; ( 2) cos 296 π; ( 3) tan( －855°) ．

第一章 三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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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简
cos( 180°+α) ·sin( α+360°)

sin( －α－180°) ·cos( －180°－α)
．

化简
sin( 2π－α) ·cos( π+α)

cos( π－α) ·sin( 3π－α) sin( －α－π)
．

已知 cos( π+α) = － 1
2
，求 sin( 2π－α) 的值．

方法规律:

已知 cos( 75°+α) =
1
3
，α 为三象限角．求 cos

( 105°－α) +sin( α－105°) ．

四、备选例题

已知 cos π
6
－α( ) =槡3

3
，

求 cos
5π
6
+α( ) －sin2 α－

π
6( ) 的值．

化简
sin［( k+1) π+θ］·cos［( k+1) π－θ］

sin( kπ－θ) ·cos( kπ+θ)
( 其中 k

∈Z) ．

五、小结与反思

§ 1. 3. 2 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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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标要求
1．借助单位圆中的三角函数线推导出诱导公式五、六，

并能应用诱导公式解决简单的求值、化简与证明问题．
2．对诱导公式一～六，能作综合归纳，体会出六组公式

的共性与个性，培养由特殊到一般的数学推理意识和能力．
3．继续体会知识的“发生”与“发现”过程，培养研究问

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知识要点

设 α为任意角，
π
2
－α、

π
2
+α的终边与 α终边之间的关

系和诱导公式五、六．

角 β
π
2
－α

π
2
+α

图示

角终边的
对称关系

β与 α终边
关于 对称

正弦 sin π
2
－α( ) = sin π

2
+α( ) =

余弦 cos π
2
－α( ) = cos π

2
+α( ) =

三、典型例题

证明: ( 1) sin
3π
2
－α( ) = －cos α;

( 2) cos
3π
2
－α( ) = －sin α．

求证
tan( 2π－α) cos

3π
2
－α( ) cos( 6π－α)

sin α+
3π
2( ) cos α+

3π
2( )

= －

tan α．

方法规律:

化简

sin( 2π－α) cos( π+α) cos
π
2
+α( ) cos

11π
2

－α( )
cos( π－α) sin( 3π－α) sin( －π－α) sin

9π
2
+α( )

．

已知 tan θ= 2，

求
2sin θ－

3π
2( ) cos θ+

π
2( ) －1

1－2cos2 θ+
3
2 π( )

的值．

已知 cos π
6
－α( ) = 1

3
，

求 cos
5π
6
+α( ) ·sin

2π
3
－α( ) 的值．

第一章 三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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