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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暋导数及其应用

1暋暋暋暋

第一章暋导数及其应用

1.1暋变化率与导数

1.1.1暋变化率问题暋1.1.2暋导数的概念

踏着坚实的步伐,稳健启程 自主初探·夯基础 预 习 新 知

一、函数y=f(x)从x1 到x2 的平均变化率

1.定义式:殼y
殼x=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2.实质:函数值的改变量与自变量的改变量之比.
3.意义:刻画函数值在区间[x1,x2]上变化的快慢.

思考:(1)函数f(x)在区间[x1,x2]上的平均变化率的大小与曲线y=f(x)在区

间[x1,x2]上的“陡峭暠程度有什么关系?

(2)平均变化率可以是零吗? 举例说明.

二、函数y=f(x)在x=x0 处的瞬时变化率

1.定义式:lim
殼x曻0

殼y
殼x=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2.实质:瞬时变化率是当自变量的改变量趋近于0时,平均变化率趋近的值.
3.作用:刻画函数在某一点处变化的快慢.
暋思考:匀速直线运动的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相等吗?

三、导数的概念

1.定义式:lim
殼x曻0

殼y
殼x=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2.记法:y曚|x=x0
或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3.实质:函数y=f(x)在x=x0 处的导数就是y=f(x)在x=x0 处的暋暋暋暋暋暋.
暋判断:(正确的打“曁暠,错误的打“暳暠)

(1)函数在某一点的导数与 殼x值的正、负无关. (暋暋)
(2)函数y=f(x)在x=x0 处的导数值是 殼x=0时的平均变化率. (暋暋)
(3)在导数的定义中,殼x,殼y都不能为零. (暋暋)

1.对平均变化率的三点说明

(1)y=f(x)在区间[x1,x2]上的平均变化率是曲线

y=f(x)在区间[x1,x2]上陡峭程度的“数量化暠,曲

线陡峭程度是平均变化率的“直观化暠.
(2)平均变化率的几何意义就是函数y=f(x)图象

上两点P1(x1,f(x1)),P2(x2,f(x2))所在直线(即

割线)的斜率.
(3)平均变化率的物理意义是把位移s看成时间t的

函数s=s(t),在时间段[t1,t2]上的平均速度,即v=
s(t2)-s(t1)

t2-t1
.

2.对瞬时变化率的两点说明

(1)平均变化率与瞬时变化率的关系:

栙区别:平均变化率刻画函数值在区间[x1,x2]上变

化的快慢,瞬时变化率刻画函数值在点x0 处变化的

快慢;

栚联系:当 殼x趋于0时,平均变化率殼y
殼x

趋于一个常

数,这个常数即为函数在x0 处的瞬时变化率,它是

一个固定值.
(2)“殼x无限趋近于0暠的含义:

殼x趋于0的距离要多近有多近,即|殼x-0|可以小于

给定的任意小的正数,且始终 殼x曎0.
3.导数与瞬时变化率的关系

导数是函数在x0 及其附近函数值的改变量 殼y 与

自变量的改变量 殼x 之比的极限,它是一个局部性

的概念,若 lim
殼x曻0

殼y
殼x

存在,则函数y=f(x)在x0 处有

导数,否则不存在导数.
4.导数的物理意义

不同的物理量有着不同的物理意义.例如,变速直线

运动路程s=s(t)的导数,就是瞬时速度,即s曚(t0)=
v(t0).我们也常说路程函数s(t)对时间的导数就是

瞬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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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智慧的明灯,探究悟道 核心归纳·抓要点 点 拨 技 法

类型 一 求函数的平均变化率暋

1.已知函数f(x)=-x2+x的图象上的一点A(-1,-2)及邻

近一点B(-1+殼x,-2+殼y),则殼y
殼x= .

2.某物体运动的位移s与时间t存在函数关系s=10t+5t2(位移

单位:m,时间单位:s).求20s后的0.1s内此物体运动的平均

速度.

暋1.函数平均变化率计算式子中,殼x,殼y分别表示什么?

2.求函数平均变化率的关键是什么?

求函数平均变化率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求自变量的增量 殼x=x2-x1.
第二步,求函数值的增量 殼y=f(x2)-f(x1).

第三步,求平均变化率殼y
殼x=f(x2)-f(x1)

x2-x1
.

暰变式训练暱求y=x2 在x=x0 附近的平均变化率.

类型 二 求瞬时速度暋

1.以初速度v0(v0>0)垂直上抛的物体,t秒时的高度为s(t)=

v0t-1
2gt2,则物体在t0 时刻的瞬时速度为 .

2.一个小球自由下落,它在下落3秒时的速度是多少? 并说明它

的意义(重力加速度为9.8m/s2).

暋1.运动物体的平均速度与瞬时速度有什么关系?

2.题2中“下落3秒时的速度暠的含义是什么?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若把题1中的“v0暠改为

“v0=20暠,求物体在t=

3时刻的瞬时速度.

1.求运动物体瞬时速度的三个步骤

第一步,求时间改变量 殼t和位置改变量 殼s=s(t0+殼t)-
s(t0).

第二步,求平均速度v=殼s
殼t.

第三步,求瞬时速度,当 殼t无限趋近于0,殼s
殼t

无限趋近于常

数v即为瞬时速度.

2.求殼y
殼x

(当殼x无限趋近于0时)的极限的方法

(1)在极限表达式中,可把 殼x作为一个数来参与运算.

(2)求出殼y
殼x

的表达式并化简(如对 殼x约分)后,殼x无限趋近

于0就是令 殼x=0,求出结果即可.
3.瞬时变化率的几种等价变形形式

lim
殼x曻0

f(x0+殼x)-f(x0)
殼x

=lim
殼x曻0

f(x0-殼x)-f(x0)
-殼x

=lim
殼x曻0

f(x0+n殼x)-f(x0)
n殼x

=lim
殼x曻0

f(x0+殼x)-f(x0-殼x)
2殼x =f曚(x0)

暰变式训练暱已知自由落体的运动方程为s(t)=5t2,则t在2到

2+殼t这一段时间内落体的平均速度为 ,落体在t=2
时的瞬时速度为 .

类型 三 求函数在某点处的导数暋

1.若lim
殼x曻0

f(x0+殼x)-f(x0)
殼x =k,则lim

殼x曻0

f(x0+2·殼x)-f(x0)
殼x

等于

(暋暋)

A.2k B.k C.12k D.以上都不是

2.求函数y= x在x=1处的导数.

暋1.函数值增量f(x0+2殼x)-f(x0)与自变量的增量 殼x
不一致,此时应如何处理才可求函数的导数?

2.题2中求函数在x=1处的导数的实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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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函数y=f(x)在点x0 处的导数的三个步骤

简称:一差、二比、三极限.

暰变式训练暱求函数y=x-1
x

在x=1处的导数.

破译思维的密码,点拨迷津 案例展示·析误区 规 避 误 区

对导数的概念理解不清致误

暰典例暱若函数f(x)在x=a的导数为m,那么lim
殼x曻0

f(a+2殼x)-f(a-2殼x)
殼x

的

值为 .

暰解析暱lim
殼x曻0

f(a+2殼x)-f(a-2殼x)
殼x

=lim
殼x曻0

f(a+2殼x)-f(a)+f(a)-f(a-2殼x)
殼x

=lim
殼x曻0

f(a+2殼x)-f(a)
殼x +lim

殼x曻0

f(a)-f(a-2殼x)
殼x

=2lim
殼x曻0

f(a+2殼x)-f(a)
2殼x +2lim

殼x曻0

f(a-2殼x)-f(a)
-2殼x

=2m+2m栙 =4m.

答案:4m

暰类题试解暱已知函数y=f(x)在区间(a,b)内可导,且x0暿(a,b),则

lim
h曻0

f(x0+h)-f(x0-h)
h

的值为 (暋暋)

A.f曚(x0)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B.2f曚(x0)

C.-2f曚(x0) D.0

暋弄清导数的含义

函数在某一点的导数,是该点 函 数 平 均 变 化 率 的 极

限,函数在某一点自变量的增量,既可以是正数,也可

以是负数,导数是函数值的改变量与“相应暠自变量改

变量的极限,如本例中

lim
殼x曻0

f(a+2殼x)-f(a)
2殼x

与 lim
殼x曻0

f(a-2殼x)-f(a)
-2殼x

均为函

数f(x)在x=a处的导数的表达式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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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激扬的梦想,沙场点兵 学业测试·速达标 检 测 实 效

1.已知物体做自由落体运动的方程为s(t)=1
2gt2,若殼t无限趋近

于0时,s(1+殼t)-s(1)
殼t

无限趋近于9.8m/s,那 么 下 列 关 于

9.8m/s正确的说法是 (暋暋)

A.物体在0~1s这一段时间内的速度

B.物体在1~(1+殼t)s这段时间内的速度

C.物体在t=1s这一时刻的速度

D.物体从1s到(1+殼t)s这段时间内的平均速度

2.已知函数y=3x-x2 在x=2处的自变量增量为 殼x=0.1,则

殼y为 (暋暋)

A.-0.11 B.1.1 C.3.80 D.0.29
3.如果某物体的运动方程是s=2(1-t)2,则在t=1.2秒时的瞬

时速度是 (暋暋)

A.4 B.-4 C.4.8 D.0.8
4.已知函数f(x)在x=1处的导数为1,则

lim
x曻0

f(1-x)-f(1+x)
3x = (暋暋)

A.3 B.-2
3 C.13 D.-3

2

5.函数f(x)=x2+3x在x=2处的导数为 .

6.求函数f(x)= 1
x

在x=2处的平均变化率,并求出该点的

导数.

课时提升卷(一)

暋 一课一练日积月累,披坚执锐稳固提能

1.1.3暋导数的几何意义

踏着坚实的步伐,稳健启程 自主初探·夯基础 预 习 新 知

一、导数的几何意义

1.切线的概念:如图,对于割线PPn,当点Pn 趋近于点P 时,割线PPn 趋近于确定

的位置,这个确定位置的直线PT 称为点P 处的暋暋暋暋.

1.对切线的三点说明

(1)曲线上一点是否有切线,要根据割线是否有无限

趋近的位置来判断.若有,则在此点有切线,且切线

是唯一的;若没有,则在此点处无切线.
(2)曲线的切线并不一定与曲线只有一个公共点,可

以有多个公共点.
(3)若函数f(x)在点x0 处有导数,则在该点处函数

f(x)的曲线必有切线,且导数值是该切线的斜率.
若函数f(x)在x0 处导数不存在,则在该点处的切

线斜率不存在,但切线存在,切线的倾斜角为直角.

2.函数f(x)在点x0 处的导数f曚(x0)、导函数f曚(x)之

间的区别与联系

(1)函数在一点处的导数f曚(x0),就是在该点处函

数值的改变量与自变量的改变量之比的极限值,它

是一个常数,不是变数.
(2)导函数是指函数在某一区间内任一点x 的导数

构成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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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数的几何意义:函数y=f(x)在x=x0 处的导数就是切线PT 的斜率k,
即k=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思考:割线PPn 的斜率kn 与切线PT 的斜率k有什么关系?

二、导函数的概念

1.定义:当x变化时,暋暋暋暋便是x的一个函数,我们称它为f(x)的导函数(简
称暋暋暋).

2.记法:f曚(x)或y曚,即f曚(x)=y曚=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判断:(正确的打“曁暠,错误的打“暳暠)
(1)导函数f曚(x)的定义域与函数f(x)的定义域相同. (暋暋)
(2)函数f(x)=x2 的导数是f曚(x)=2x. (暋暋)
(3)函数f(x)=0没有导函数. (暋暋)

(3)函数f(x)在点x0 处的导数f曚(x0)就是导函数

f曚(x)在x=x0 处的函数值,这也是求函数在点x0

处的导数的方法之一.

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暋

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暋

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暋

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暋

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暋

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暋

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暋

点燃智慧的明灯,探究悟道 核心归纳·抓要点 点 拨 技 法

类型 一 求曲线上在一点处切线的方程暋

1.曲线y=1
2x2-2在点(1,-3

2
)处的切线方程为 暋.

2.如图,已知曲线y=1
3x3 上一点P(2,8

3
),

求:(1)点P 处的切线的斜率.
(2)点P 处的切线方程.

暋1.求曲线上一点的切线方程的关键是什么?

2.(1)曲线y= 1
3x3 在x=2处的导数的意义是什么?

(2)过点P(x0,y0),斜率为k的直线方程是什么?

1.求函数y=f(x)的导数的三个步骤

(1)殼y=f(x+殼x)-f(x).

(2)殼y
殼x=f(x+殼x)-f(x)

殼x .

(3)y曚=f曚(x)=lim
殼x曻0

殼y
殼x.

2.求曲线上某点处的切线方程的基本步骤

(1)求出该点的坐标.
(2)求出函数在该点处的导数,即曲线在该点处的切线的

斜率.
(3)利用点斜式写出切线方程.

暰变式训练暱求曲线y= 1
x

在点 1
2

,( )2 处的切线的斜率,并写

出切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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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二 求切点的坐标暋

1.曲线y=x3 在 点 P 处 的 切 线 斜 率 为 3,则 点 P 的 坐 标 为

暋暋暋.
2.直线l:y=x+a(a曎0)和曲线C:y=x3-x2+1相切.

(1)求a的值.
(2)求切点的坐标.

暋1.曲线上一点切线的斜率与该点的导数有什么关系?

2.切点的坐标满足切线方程吗? 是否也满足曲线的方程?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若把 题 1 中 的 “点 P
处的切线斜率为3暠变

为“点 P 处 的 切 线 与

直线x+y=0垂直暠,

结果如何?

1.求切点坐标的一般思路

(1)先设切点坐标(x0,y0).
(2)求导函数f曚(x).
(3)求切线的斜率f曚(x0).
(4)由斜率间的关系列出关于x0 的方程,解方程求x0.
(5)由于点(x0,y0)在曲线y=f(x)上,将x0 代入求y0,得切

点坐标.
2.切点问题的处理方法

(1)由条件得到直线的倾斜角或斜率,由这些信息得知函数

在某点的导数,进而求出点的横坐标.
(2)解决这些问题要注意和解析几何的知识联系起来,如直

线的倾斜角和斜率的关系,两直线平行或垂直与斜率的关

系等.

类型 三 导数几何意义的综合应用暋

1.曲线y=1
x

和y=x2 在它们交点处的两条切线与x轴所围成

的三角形的面积是暋暋暋暋.
2.已知f(x)=x2,g(x)=x3.

(1)求f曚(x),g曚(x),并判断f曚(x)和g曚(x)的奇偶性.
(2)若对于所有的实数x,f曚(x)-2<ag曚(x)恒成立,试求实数

a的取值范围.

暋1.已知曲线方程,如何求两条曲线的交点的坐标?

2.奇函数、偶函数的判断方法是什么? 不等式ax2+bx+
c>0恒成立的充要条件是什么?

导数几何意义应用问题的解题策略

(1)导数几何意义的应用问题往往涉及解析几何的相关知识,
如直线斜率与方程以及直线间的位置关系等,因此要综合应用

所学知识解题.
(2)解题的关键是函数在某点处的导数,已知切点可以求斜率,
已知斜率也可以求切点,切点的坐标是常设的未知量.
(3)一定要区分曲线y=f(x)在点P(x0,f(x0))处的切线与过

点P(x0,f(x0))的切线的不同,前者P 为切点,后者P 不一定

为切点.

暰变式训练暱求证:函数y=x+ 1
x

图象上各点处的切线斜率都

小于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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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递成功的秘籍,导引航向 案例规范·明思路 规 范 解 题

用导数的定义求切线的方程

暰典例暱(12分)已知函数f(x)=x3-3x及y=f(x)上一点P(1,-2),求过

点P 与曲线y=f(x)相切的直线方程.

暰规范解答暱y曚=lim
殼x曻0

(x+殼x)3-3(x+殼x)-x3+3x
殼x =3x2-3栙 .

2分…………………………………………………………………………

设切点坐标为(x0,x3
0-3x0)栚 ,

则直线l的斜率k=f曚(x0)=3x2
0-3,

所以直线l的方程为y-(x3
0-3x0)=(3x2

0-3)(x-x0). 4分………

又直线l过点P(1,-2),所以-2-(x3
0-3x0)=(3x2

0-3)(1-x0),

所以2x3
0-3x2

0+1=(x0-1)2(2x0+1)=0栛 ,

解得x0=1或x0=-1
2. 6分……………………………………………

故所求直线斜率为k=3x2
0-3=0或k=3x2

0-3=-9
4

,

于是y-(-2)=0·(x-1)或y-(-2)=-9
4

(x-1),

即y=-2或y=-9
4x+1

4. 10分……………………………………

故过点P(1,-2)的切线方程为

y=-2或y=-9
4x+1

4. 12分…………………………………………

已知点P(1,-2)是曲线y=x3-3x 上的点,可以利用

导数的几何意义,求切线的方程.但不知该点是否为切

点,所以切线方程可能有多种情况.

1.记清常用的公式

利用导数的定义求曲线上某一点的导数,要记清导数

的表达式,化简后求极限时的式子要有意义,如本例

中求得y曚=3x2-3.
2.理清切点的实质

在求切线方程的过程中,关键是寻找两个条件:一是

切点,二是切线的斜率.其中切点又是关键,需要找清

切点,如本例中点P(1,-2)不一定是切点,做题时要

高度关注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

暋暰类题试解暱求抛物线y=x2 过点 -5
2

,( )-6 的切线方程
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棆

曻

.

桽

放飞激扬的梦想,沙场点兵 学业测试·速达标 检 测 实 效

1.设f曚(x0)=0,则曲线y=f(x)在点(x0,f(x0))处的切线
(暋暋)

A.不存在 B.与x轴平行或重合

C.与x轴垂直 D.与x轴斜交

2.如果曲线y=f(x)在点(x0,f(x0))处的切线方程为x+2y-3
=0,那么 (暋暋)
A.f曚(x0)>0 B.f曚(x0)<0
C.f曚(x0)=0 D.f曚(x0)不存在

3.若曲线y=f(x)在x0 处的切线的斜率为k,

则lim
殼x曻0

f(x0+殼x)-f(x0)
殼x =暋暋暋暋.

4.曲线y=x2 在点P(1,1)处的切线的方程为暋暋暋暋.
5.函数 y=x2 +4x 在x=x0 处 的 切 线 斜 率 为 2,则 x0 =

.

6.求曲线y=x3 在点(3,27)处的切线与两坐标轴所围成的三角
形的面积.

课时提升卷(二)

暋 一课一练日积月累,披坚执锐稳固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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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暋导数的计算

第1课时暋几个常用函数的导数与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

踏着坚实的步伐,稳健启程 自主初探·夯基础 预 习 新 知

一、几个常用函数的导数
1.若y=f(x)=c,则f曚(x)=暋暋暋 暋暋.
2.若y=f(x)=x,则f曚(x)=暋暋暋暋 暋.
3.若y=f(x)=x2,则f曚(x)=暋暋暋暋暋.

4.若y=f(x)=1
x

,则f曚(x)=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5.若y=f(x)= x,则f曚(x)=暋暋暋暋暋.
暋思考:正比例函数的图象特点与导数的关系是什么?

二、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
1.若f(x)=c(c为常数),则f曚(x)=暋暋暋暋暋暋暋.
2.若f(x)=x毩(毩暿Q* ),则f曚(x)=暋暋暋暋暋暋暋.
3.若f(x)=sinx,则f曚(x)=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
4.若f(x)=cosx,则f曚(x)=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
5.若f(x)=ax,则f曚(x)=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
6.若f(x)=ex,则f曚(x)=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7.若f(x)=logax,则f曚(x)=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
8.若f(x)=lnx,则f曚(x)=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判断:(正确的打“曁暠,错误的打“暳暠)

(1)若f曚(x)=sinx,则f(x)=cosx. (暋暋)
(2)指数函数的导数还是同底数的指数函数. (暋暋)
(3)若f(x)=x3,则f曚(x)=3x2. (暋暋)

1.对常数函数导数的几何意义与物理意义的理解

(1)常数的导数为0,其几何意义为f(x)=c在任意

点处的切线平行于x 轴,其斜率为0.
(2)若y=c表示路程关于时间的函数,则y曚=0可

以解释为某物体的瞬时速度始终为0,即一直处于

静止状态.

2.正比例函数y=x的导数的几何意义和物理意义

(1)正比例函数y=x 的图象是过原点的直线,直线

上每一点处的切线都是直线y=x,斜率都为1,即y曚

=1.
(2)若y=x表示路程关于时间的函数,则y曚=1可

以解释为某物体做瞬时速度为1的匀速直线运动.

3.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的特点

(1)常数函数的导数为零.
(2)有理数幂函数f(x)=x毩 的导数依然为幂函数,

且系数为原函数的次数,幂指数是原函数的幂指数

减去1.
(3)正弦函数的导数为余弦函数,余弦函数的导数为

正弦函数的相反数.
(4)指数函数的导数依然为指数函数,且系数为原函

数底数的自然对数.

点燃智慧的明灯,探究悟道 核心归纳·抓要点 点 拨 技 法

类型 一 利用导数公式求函数的导数暋

1.已知函数f(x)=1
x2,则f曚(2)= (暋暋)

A.4 B.14 C.-4 D.-1
4

2.设f0(x)=sinx,f1(x)=f0曚(x),f2(x)=f1曚(x),…,fn+1(x)
=fn曚(x),n暿N,则f2013(x)等于 (暋暋)
A.sinx B.-sinx C.cosx D.-cosx

3.求下列函数的导数:
(1)y=3x.(2)y=log2x.

(3)y=cos 毿
2-( )x .(4)y=

4
x3.

暋1.若f(x)=1
x2,则f曚(a)的含义是什么?

2.正弦函数y=sinx的导数是什么?
3.求函数导数时,如果所求函数不能直接应用公式,应如
何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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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公式求函数导数的方法

(1)若所求函数符合导数公式,则直接利用公式求解.
(2)对于不能直接利用公式的类型,关键是合理转化函数的

关系式为可以直接应用公式的基本函数的模式,如y=1
x4 可

以写成y=x-4,y=
5
x3可以写成y=x

3
5 等,这样就可以直

接使用幂函数的求导公式求导,以免在求导过程中出现指数

或系数的运算失误.
2.周期性问题处理方法

如果所求的问题具有周期性,可通过观察先写出所求问题前

几项,从写出的几项中找出周期,再把所求的问题转化到已

知的前几项求解.
暰变式训练暱求下列函数的导数:

(1)y=x7.(2)y= 1
x

1
2
.

(3)y=ln3.(4)y=x x3.

类型 二 导数几何意义的应用暋

1.(2014·江西高考)若曲线y=xlnx上点P 处的切线平行于直

线2x-y+1=0,则点P 的坐标是暋暋暋暋.
2.已知两条曲线y=sinx,y=cosx,是否存在这两条曲线的一个

公共点,使在这一点处,两条曲线的切线互相垂直? 并说明

理由.

暋1.曲线y=xlnx在点P 处切线的斜率是多少?

2.两条直线互相垂直的条件是什么?

1.利用导数的几何意义解决切线问题的两种情况

(1)若已知点是切点,则在该点处的切线斜率就是该点处的

导数.
(2)如果已知点不是切点,则应先设出切点,再借助两点连线

的斜率公式进行求解.

2.探索性问题的解题策略

(1)直接从给出的结论入手,寻求成立的充分条件.
(2)直接从给出的条件入手,寻求结论.
(3)假设结论存在(或不存在),然后经过推理求得符合条件

的结果(或导出矛盾)等.
3.利用导数公式求切线方程的步骤

(1)利用导数公式求f曚(x0).
(2)写出切线方程y-y0=f曚(x0)(x-x0),并整理成一般式.

类型 三 导数的实际应用暋

1.设曲线y= x上有点P(x1,y1),与曲线切于点P 的切线为m,
若直线n过P 且与m 垂直,则称n为曲线在点P 处的法线,设

n交x 轴于点Q,又作PR曂x轴于R,则RQ的长为 .
2.已知直线x-2y-4=0与抛物线y2=x相交于A,B 两点,O

为坐标原点,试在抛物线的弧AB上求一点P,使曶ABP 的面

积最大.

暋1.如何求函数y= x的导数? 已知直线的方程如何求直

线与x轴交点的坐标?

2.如何确定三角形面积最大? 题目中隐含的P 点所满足

的条件是什么?

导数的综合应用的解题技巧

(1)导数的几何意义为导数和解析几何的沟通搭建了桥梁,很
多综合问题我们可以数形结合,巧妙利用导数的几何意义,即
切线的斜率建立相应的未知参数的方程来解决,这往往是解决

问题的关键所在.
(2)导数作为重要的解题工具,常与函数、数列、解析几何、不等

式等知识结合出现综合大题.遇到解决一些与距离、面积相关

的最值、不等式恒成立等问题,可以结合导数的几何意义分析.

暰变式训练暱已知曲线y=1
x3在点P(-1,-1)处的切线与直线

m 平行且距离等于 10,求直线m 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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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思维的密码,点拨迷津 案例展示·析误区 规 避 误 区

不能正确地利用导数的几何意义导致错误

暰典例暱已知直线y=kx是曲线y=ex 的切线,则k的值等于 .

暰解析暱设切点的坐标为(x0,y0),

因为y=ex 在(x0,y0)的导数为ex0,

所以ex0=y0

x0
且y0=ex0

栙
,

解得x0=1,y0=e.k=y0

x0
=e.

答案:e

暰类题试解暱已知直线y=kx是曲线y=lnx的切线,则k的值等于

(暋暋)

A.e暋暋暋暋暋B.-e暋暋暋暋暋C.1e暋暋暋暋暋D.-1
e

1.导数几何意义的应用

本例实质是求过点(0,0)且与曲线y=ex 相切的直线

方程的斜率.要把切线的斜率与导数联系起来,要注

意切点的坐标既满足切线方程又满足曲线方程.
2.牢记导数公式

导数公式是计算函数导数的关键,在本例中,要正确

应用(ex)曚=ex 这个公式,在应用的基础上牢固掌握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棆 .

放飞激扬的梦想,沙场点兵 学业测试·速达标 检 测 实 效

1.下列结论正确的个数为 (暋暋)

栙y=ln2,则y曚=1
2

;

栚y=cosx,则y曚|x=毿
6
=-1

2
;

栛y=2x,则y曚=2xln2;

栜y=log5x,则y曚= 1
xl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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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曲线y=xn在x=2处的导数为12,则n等于 (暋暋)

A.1 B.2 C.3 D.4

3.已知f(x)=lnx,则f(1)+f曚(1)= (暋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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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质点的运动方程是s=1
t4 (其中s的单位是 m,t的单位是s).

质点在t=3s时的速度是 .

5.已知 函 数 f(x)= 1
x

,且 f曚(a)-f(a)= -2,则 a=

.

6.求曲线y=
3
x2在点(8,4)处的切线方程.

课时提升卷(三)

暋 一课一练日积月累,披坚执锐稳固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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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课时暋导数的运算法则

踏着坚实的步伐,稳健启程 自主初探·夯基础 预 习 新 知

一、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

暋条件:f(x),g(x)是可导的.
结论:(1)[f(x)暲g(x)]曚=暋暋暋暋暋暋暋.
(2)[f(x)g(x)]曚=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暋暋.

(3)f(x)
g(x[ ])曚=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思考:如果f(x)的导数为f曚(x),c为常数,那么如何求函数f(x)+c与cf(x)的
导数?

二、复合函数的求导公式

1.复合函数的定义:(1)一般形式是暋暋暋暋.
(2)可分解为暋暋暋暋暋与暋暋暋暋,其中u称为暋暋暋暋.

2.求导法则:复合函数y=f(g(x))的导数和函数y=f(u),u=g(x)的导数间的关

系为:y曚x=暋暋暋暋暋暋.
暋判断:(正确的打“曁暠,错误的打“暳暠)

(1)函数f(x)=xex 的导数为f曚(x)=ex(x+1). (暋暋)
(2)函数f(x)=sin(-x)的导数为f曚(x)=cosx. (暋暋)
(3)函数f(x)=lnsin|x|由y=lnu,u=sin|x|复合而成. (暋暋)

1.熟练掌握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

几个函数的和函数的导数等于各个函数的导数的

和,要注意区分两个函数的积函数的导数与两个函

数的商函数的导数公式的不同,两个函数的积函数

的导数是和的形式,满足加法“交换律暠,两个函数的

商函数的导数的分子是差的形式,不满足“交换律暠.
2.对复合函数求导法则的四点说明

(1)分析清楚复合函数的复合关系是由哪些基本函

数复合而成,适当选定中间变量.
(2)分步计算中的每一步都要明确是对哪个变量求

导,而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中间变量.
(3)根据基本函数的求导公式及导数的运算法则,求

出各函数 的 导 数,并 把 中 间 变 量 转 换 成 自 变 量 的

函数.
(4)复合函数求导熟练以后,中间步骤可以省略,不

必再写出函数的复合过程,对于经过多次复合及四

则运算而成的复合函数,可以直接应用公式和法则,
从最外层开始由外及里逐层求导.

点燃智慧的明灯,探究悟道 核心归纳·抓要点 点 拨 技 法

类型 一 应用导数的运算法则求导暋

1.设f(x)=(2x-1)(3-x),则f曚(0)= .
2.分别求下列函数的导数:

(1)y=xsinx.(2)y=tanx.

暋1.积函数f(x)g(x)的导数是什么?

2.导数的除法法则是什么?

求函数的导数的策略

(1)先区分函数的运算特点,即函数的和、差、积、商,再根据导

数的运算法则求导数.
(2)对于三个以上函数的积、商的导数,依次转化为“两个暠函数

的积、商的导数计算.
暰变式训练暱分别求下列函数的导数:

(1)y=x·sinx·lnx.(2)y=cosx
si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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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二 复合函数的导数暋

1.已知f(x)=(x2+1)2 的导数为f曚(x),则f曚(1)= .
2.分别求下列函数的导数:

(1)y=e5+4x2.(2)y=sin(-2x)+cos(-2x).

暋1.题1中,函数由哪些基本函数复合而成?

2.题2(2)函数求导时,可以先化简吗?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若 题 2(2)改 为 y=

sin(-2x)cos(-2x),则

y曚|x= 毿
2

= .

1.求复合函数的导数的步骤

2.求复合函数的导数的注意点

(1)内、外层函数通常为基本初等函数.
(2)求每层函数的导数时注意分清是对哪个变量求导,这是

求复合函数导数时的易错点.
暰变式训练暱分别求下列函数的导数:
(1)y=ln(2x2+3x+4).
(2)y=sin4x+cos4x.

类型 三 与切线有关的综合问题暋

1.函数y=2cos2x在x=毿
12

处的切线斜率为 .

2.已知函数f(x)=ax2+lnx的导数为f曚(x),
(1)求f(1)+f曚(1).
(2)若曲线y=f(x)存在垂直于y轴的切线,求实数a的取值

范围.

暋1.导数的几何意义是什么?

2.题2中,由曲线y=f(x)存在垂直于y轴的切线,能得

到什么结论?

关于复合函数导数的应用及其解决方法

(1)应用:复合函数的导数应用主要有:求在某点处的切线方

程,已知切线的方程或斜率求切点,以及涉及切线问题的综合

应用.
(2)方法:先求出复合函数的导数,若已知切点则求出切线斜

率、切线方程﹔若切点未知,则先设出切点,用切点表示切线斜

率,再根据条件求切点坐标.总之,切点在解决此类问题时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暰变式训练暱1.(2013·广东高考)若曲线y=kx+lnx在点(1,

k)处的切线平行于x轴,则k= .
2.(2014·江苏高考)在平面直角坐标系xOy中,若曲线y=

ax2+b
x

(a,b为常数)过点P(2,-5),且该曲线在点P 处的切

线与直线7x+2y+3=0平行,则a+b的值是暋暋暋暋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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