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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造法对于中学数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求解中学数学题目的过程中使用构造法,能够使题目由难转易。在遇到

较难题目,常规方法已经无法下手时,就要求我们从其他方面考虑,而构造法就是我们的一种常用解题思路,这就要求我们能

够很好的掌握如何应用构造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应用构造法。本文通过列举应用构造法解决中学数学题目的实例,如构造

一次函数、二次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三角函数和幂函数；通过这些例题,让我们了解构造法所具有的魅力,它们也

体现了构造法的灵活性与技巧性。这有利于以后我们解决此类相关数学问题。总而言之,应用构造法解决中学数学问题,

重点在于我们能够理解与掌握数学有关性质与定理,能够根据题目条件,灵活地构造出相关式子,使得题目简单化,从而达到

解题的目的。 

[关键词] 构造法；函数；复数；数列 

 

构造法在中学数学中的应用,许多数学家如德国的克隆尼

克、马尔科夫、比肖泊等都做过研究。构造法是中学数学的一

种很重要的解题方法,在面对难题目时,一般的常规方法已经

无法解决时,这时就要求我们从其他方面考虑了,而构造法就

是我们的一种解题思路了。而面对题目我们应该如何应用构造

法？应用构造法的步骤是：首先先看题目的问题,看需要我们

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根据问题联系数学的相关知识,根据

条件构造出我们所需要的数学模型；最后由我们构造的数学模

型结合相关数学知识,找到解题思路,最终解决题目。下面我从

几个方面分析一下构造法对中学数学解题的重要性。 

1 构造函数 

1.1 构造一次函数 

函数具有单调性,在解题中我们可以构造函数,然后通

过函数的相关性质来解决题目,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如何构

造函数了。下面我们通过举实例来解释应用构造函数。 

例 1.1.1   

设不等式 )1(12 2 −>− xmx 对满足 2≤m 的一切实数

m的值都成立,求的 x取值范围。  

解 ：原不等式可化为： 0)12()1( 2 <−−− xxm , 
记 ： )12()1()( 2 −−−= xmxmf , 

根据已知,要使原不等式成立,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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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一次函数的一般式为 baxy += ,通过分析题

目我们可以把不等式中的m 看作未知数,从而构造出一次

函数 )12()1()( 2 −−−= xmxmf ,即把 12 −x 和 12 −x 看作已

知,m为未知数,把问题转化为关于一次函数的取值范围问

题,然后根据已知条件应用一次函数的单调性,这样问题就

可以很快得到解决。 

1.2 构造二次函数 

构造二次函数,把问题转化为二次函数问题,利用二次

函数的部分单调性,由函数的单调性作为解题突破口,从而

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例 1.2.1   

若不等式 012 <++ axx 对一切 )
2

1
,0(∈x 成立,则 a 的

最小值是多少？ 

解：设 1)( 2 ++= axxxf ,则二次函数 )(xf 的图像的对

称轴是
2

a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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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01)0( >=f 恒成立,则 03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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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a ；所以综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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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将不等式恒成立问题转化为二次函数问题来解决,

通过构造二次函数 1)( 2 ++= axxxf ,然后利用二次函数的

单调性解题。另一种情况,根据等式中各式子的相似结构,

构造二次函数,再通过单调性解决题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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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 )1( 222 qxr −=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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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 rzxy = 。 

所以题目得证,本题通过构造等比数列,然后应用等比数

列的相关性质,可以很快解决题目。当然,构造数列不仅可以

应用在关于恒等式问题上,也可以应用在不等式的证明问题

上,下面通过举例说明。这道题目的证明是不等式的证明,一

般的思路是应用数学归纳法,但证明过程较繁,本题通过构造

数列,利用数列的单调性来解题,可以使解题过程简洁明快。 

3 构造复数 

有些问题在实数范围内难以解决,这时我们通过构造复

数,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下面通过举实例构造复数来

解决问题。 

例 3.1.1   

已知M 为曲线 32: 2 +−= xxyC 上的任意一点,连接

OM ,作矩形OMNP ,若 OMOP 2= ,求动点P的轨迹方程。 

解：设OM M , P对应的复数分别是： iyx 00 + , yiz + ,

所以根据向量OM和OP的关系得到： 

))((2 00 iiyxyiz −+=+ 或 iiyxyiz ?)(2 00 −=+  

即有： ixyiz 00 2y2 −=+ 或 ixyyiz 00 22 +−=+  

因为复数相等的条件是对应的实部与虚部分别相等,所

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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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00 , yx 对入曲线C的方程,经过整理可以得到动点 P

的轨迹方程位： 

)4(2)2( 2 −=+ zy 或 )4(2)2( 2 +−=− zy  

首先分析题目,我们知道在矩形OMNP 中, OMOP^ ,

而且又已知 OMOP 2=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构造复数,转化

成复数的运算,这样可以更容易解决题目了。 

4 结语 

构造法作为数学中的一种思想方法,在中学数学的应用

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应用构造法去解决题目,这就要求

我们必须熟悉与掌握中学数学的相关定理与性质,以及有关

分类,然后联系题目的条件,通过构造出题目没有给出的函

数、图形等等,使问题由难变易,从而更快地找出思路,解决

问题。 

总之,应用构造法是为了把问题由复杂变简单,用一种

更灵活地方法来解决问题,有利于提高思维,对于我们解决

问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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