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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角和与差的正弦和余弦公式常常被称为平面三角学基本公式， 用其中任何一个公式

都能推导出其他公式。 研究者从学生已有的认知基础出发， 以相关数学史料为主线， 通过设置层层递

进的问题串， 引导学生经历两角和与差的余弦公式的发现和推导过程， 从而以重构式将数学史融入数

学教学中，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让学生探究出历史上的几何模型， 体验知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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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两角和与差的正弦和余弦公式常常被称为平

面三角学基本公式， 用其中任何一个公式都能推

导出其他公式。 在数学史上， 两角和与差的正弦

和余弦公式源于编制弦表的需要， 因此， 它们几乎

伴随着三角学的诞生而诞生。 在西方早期三角学教

科书中， 这些公式的几何推导方法精彩纷呈［１］。
现行各种版本的高中数学教科书大多以两角

差的余弦公式作为出发点， 只是所采用的引入方

式和证明方法各有不同。 初学者面对形式对称的

两角和与差的余弦公式， 常常会产生以下疑问：
为何不按照三角函数的学习顺序， 先讲两角和与

差的正弦， 再讲两角和与差的余弦？ 这样的公式

一开始究竟是如何想到的？ 为何要引进两角和与

差的正弦和余弦公式？
根据学生和教师的调查表明， 学生在学习两角

和与差的余弦公式时， 存在以下困难： （１） 难以想

到用向量法或两点间距离公式来推导两角差的余弦

公式； （２） 用两点间距离公式推导两角差的余弦公

式时， 难以想到差角的构造； （３） 利用帕普斯模型

推导公式时， 在用线段量角度、 角的转化与表示、
添加辅助线构造等量关系等步骤上存在一定困难。

已有的 ＨＰＭ 视角下的教学设计［２－３］ 并没有很

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鉴于此， 教师设置层层递进

的问题串， 引导学生经历两角和与差的余弦公式

的发现和推导过程， 从而以重构式将数学史融入

数学教学中。 拟订的教学目标如下。
（１） 能够对两角和与差的余弦公式进行简单

且正确的应用 （主要是化简、 求值）， 能够进行

简单三角恒等变换。
（２） 经历两角和与差的余弦公式的推导和证

明过程， 体验探究之乐， 理解公式的多种证明方

法， 进一步感受方法之美。
（３） 领会数形结合思想以及转化思想， 培养

学生直观想象素养和逻辑推理素养。
（４） 感受数学文化的魅力， 感悟数学的人文

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