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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三复习阶段,学生面临的题型众多,如何让学生通过解一道题学会解一类题,使学生高效学习,是本文的出发点。本文以四边形的存在

性问题为例,探索使用“归纳总结”法让学生举一反三、一会多会。另外,对于四边形的存在性问题,学生常会出现考虑不全面而漏解,即使能考

虑到所有情况,因作图繁琐或不规范而影响思路及解答。本文采用“画对角线的方法”通过数形结合,用代数知识解决几何问题,解决了直角坐

标系中的平行四边形、矩形、菱形的存在性这一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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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提出了在各学段中,安排了“数与代数”

“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四个部分内容,其中“综合

与实践”内容设置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有关的知识与方法解决

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积累学生的活动经

验,提高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也就是说,在日常教学实践中,首先通过恰当的归纳,使学生理解知

识、掌握技能、积累经验、感悟思想；其次通过反复的思考和积累,就同

一问题情境提出不同层次的问题或开放性问题,让学生获得某一知识技能

的同时,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解决相关的、相似的问题,这样还可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 

本文通过代数的方法,数形结合,使用“画对角线的方法”,让学生学

会合理分类,结合四边形的性质解决直角坐标系中的平行四边形、矩形、

菱形的存在性这一类问题。 

1 预备知识 

1.1平行四边形存在性问题的分类依据 

已知△ABC,在平面内找一点D,使得这四个点构成的四边形是平行四

边形。 

如图,这样的点D有3个。(分别以AB、AC、AD为对角线可全面考虑问题)。 

 

1.2平行四边形顶点坐标之间的关系 

平行四边形有对角线互相平分的性质,即对角线的交点O既是AC的中

点,也是BD的中点。利用中点坐标公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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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两点之间距离公式 

如上图, 2 2
1 2 1 2( ) ( )AB x x y y= − + − . 

2 基本题型 

以“画对角线的方法”总结归纳了以二次函数为载体的三种基本题型

解决平行四边形的存在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将问题拓展以解决直角坐标系

中平行四边形、矩形、菱形的存在性问题。 

题型一：已知三点 1 1 2 2 3 3( , ) , ( , ) , ( , )A x y B x y C x y ,求点D使

得A、B、C、D四点构成平行四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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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二：已知两点 1 1 2 2( , ), ( , )A x y B x y ,点C在x轴上,点D在抛物

线上,求点D使得A、B、C、D四点构成平行四边形。如例1。 

   

 

说明：当点C在y轴上,在抛物线的对称轴上(如例3)或在与坐标轴平行

的某条已知直线上时,类似的思路讨论。 

题型三：已知两点 1 1 2 2( , ), ( , )A x y B x y ,点C在直线y=kx+b上,

点D在抛物线上,求点D使得A、B、C、D四点构成平行四边形。如例2。 

设C(m,km+b) 

   

 

说明：用字母表示看上去比较复杂,实际计算量并不大。 

拓展题型： 

(1)当A、B、C、D四点构成矩形时,只需利用两点间距离公式增加条件

(对角线长度相等)进行验证或计算。如例3。 

当A、B、C、D四点构成菱形时,只需利用两点间距离公式增加条件(邻

边长度相等)进行验证或计算。如例4。 

(2)对于不以二次函数为载体的四边形的存在性问题以上方法同样适

用,如例4。 

(3)当题目所给四个点中只有一个已知点时,思考方法类似,只需设出

容易表示的两个点的坐标(通常设两个未知数),用中点坐标公式表示出第

四个点的坐标,找等量关系列方程组即可。 

3 例题展示 

本节通过下面四道例题,展示如何将上述解题方法应用到实战解题过

程中。 

例1：如图,抛物线经过A(-1,0),B(5,0),
5

(0, )
2

C − 三点。 

 

(1)求抛物线的解析式； 

(2)在抛物线的对称轴上有一点P,使PA+PC的值 小,求点P的坐标； 

(3)点M为x轴上一动点,在抛物线上是否存在一点N,使以A、C、M、N

四点构成的四边形为平行四边形？若存在,求点N的坐标；若不存在,请说

明理由。 

解：(1)
21 5

2
2 2

y x x= − − (过程略) 

(2)
5

(2, )
2

P − (过程略) 

(3)按对角线分为三种情况,画出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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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点N存在,坐标为 

5 5 5 5 5
(2, ), (4, ), (2 14, ), (0, ) (4, ).

2 2 2 2 2
N N N N N− − ± − −  

例2：(2017 岳阳)如图,抛物线
22

3
y x bx c= + + 经过点

B(3,0),C(0,-2),直线
2 2

:
3 3

l y x= − − 交y轴于点E,且与抛物线交

于A、D两点,P为抛物线上一动点(不与A、D重合)。 

 

(1)求抛物线的表达式； 

(2)当点P在直线l下方时,过点P作PM∥x轴交l于点M,PN∥y轴交l于点

N,求PM+PN的 大值； 

(3)设F为直线l上的点,以E、C、P、F为顶点的四边形能否构成平成四

边形？若能,求出点F的坐标；若不能,请说明理由。 

解：(1)
22 4

2
3 3

y x x= − − (过程略) 

(2)当
1

2
t = 时,PM+PN 大,为

1 5

4
.(过程略) 

(3)设
2 2

( , )
3 3

F m m− − ,按对角线分为三种情况,画出图形。 

   

 

综上所述,点F存在,坐标为 

1 17 3 17 1 17 3 17 4
( 1,0), ( , ), ( , ), (1, ).

2 3 2 3 3
F F F F+ − − − − +− −

 

例3：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抛物线 2 2 3 ( 0)y ax ax a a= − − <
与x轴交于A、B两点,(点A在点B的左侧),经过点A的直线l:y=kx+b与y轴负

半轴交于点C,与抛物线的另一个交点为D,且CD=4AC。 

(1)直接写出点A的坐标,并求直线l的函数表达式(其中k,b用含a的式

子表示)。 

(2)点E是直线l上方的抛物线上的动点,若△ACE的面积的 大值为

5

4
,求a的值。 

(3)设P是抛物线的对称轴上的一点,点Q在抛物线上,以点A、D、P、Q为

顶点的四边形能否成为矩形？若能,求出点P的坐标；若不能,请说明理由。 

解：(1)A(-1,0),l:y=ax+a(过程略) 

(2)
2

5
a= − (过程略) 

 

(3)按对角线分为三种情况,画出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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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点P存在,坐标为
26

(1, 4), (1, 7).
7

P P− −  

例4：在直角梯形OABC中,CB∥OA,∠COA=90°,CB=3,OA=6,BA=3 5 ,

分别以OA,OC边所在的直线为x轴,y轴建立如图所示的平面直角坐标系。 

(1)求点B的坐标； 

(2)已知D、E分别为线段OC、OB上的点,OD=5,0E=2EB,直线DE交x轴于

点F,求直线DE的解析式； 

 

(3)点M是(2)中直线DE上的一个动点,在x轴上方的平面内是否存在另

一点N,使以O、D、M、N为顶点的四边形是菱形？若存在,请求出点N的坐标；

若不存在,请说明理由。 

解：(1)B(3,6)(过程略) 

(2)E(2,4) DE:
1

5
2

y x= − + (过程略) 

(3)设
1

( , 5)
2

M m m− + ,按对角线分为三种情况,画出图形。 

 

 

综上所述,点N存在,坐标为： 

5
( 5, ), ( 2 5, 5), (4,8).

2
N N N− −  

通过本文,不仅解决了直角坐标系中平行四边形的存在性问题,还通

过归纳思考,将问题情境拓展,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解决了相关的矩形,菱

形等特殊平行四边形的存在性问题,让学生通过解一道题学会解一类题,

使学生高效学习的同时也逐渐培养学生归纳总结、拓展延伸的能力,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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