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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余弦定理是高中数学的重要定理之一， 它表达了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内涵丰富， 用途

广泛。 教师从 ＨＰＭ 视角设计本节课的教学， 通过展现余弦定理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和证明方法，
呈现几何与代数的统一。 教师从几何背景的介绍、 几何方法的推导和几何定理的联系等方面进行教学，
让学生对余弦定理的认知从定理公式上升为几何关系， 进一步发展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实施数学学科

德育。
【关键词】 ＨＰＭ； 余弦定理； 勾股定理； 核心素养

【作者简介】 杜金金， 上海市建平中学数学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高中数学课堂教学； 林庄燕， 福建省厦门第一中学数学

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学史与数学教育； 沈中宇，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学史与数

学教育。

【基金项目】 上海高校 “立德树人”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数学教育教学研究基地研究项目 “数学课程与教学中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研究” （Ａ８）

一、 引言

余弦定理是高中数学的重要定理之一， 它表

达了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内涵丰富， 用途广

泛［１］。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 年版） 》
指出， 借助向量的运算， 探索三角形边长与角度

的关系， 掌握余弦定理， 能用余弦定理解决简单

的实际问题［２］。 在沪教版高中一年级第二学期的

数学教材中， 余弦定理是第 ５ 章 “三角比” 中第

三节 “解斜三角形” 的内容。 从初中到高中， 学

生经历了从 “解直角三角形” 到 “解斜三角形”
的转变， 随着知识抽象程度的提高以及应用范围

的扩大， 教师需要进一步在余弦定理的课堂中落

实数学核心素养。
在教学实践中， 许多教师对余弦定理的教学

进行了探索， 有的教师通过创设测量两点间距离

的情境， 将其抽象为已知三角形两边及其夹角，

求第三条边的问题［３］； 有的教师直接从已知三角

形两边及其夹角解三角形入手［４］； 有的教师从探

究一般三角形三边平方之间的关系入手［５］； 还有

的教师直接从三角形三边所对应向量之间的运算

出发， 形成余弦定理［６］。 向量虽然是解决问题的

有效工具， 但是如果简单交给学生， 不利于提高

学生的思维水平， 因此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创设相

应的情境［７］。 同时， 余弦定理是勾股定理推广的

产物［８］， 在教学中突出直角三角形与一般三角形

的关系是十分恰当的［９］。
在历史上， 余弦定理最先以几何定理的形式

出现， 到后期才出现三角形式， 而且主要用于解

决 “已知三角形三边求各角” 的问题［１０］９－１３。 余

弦定理的历史不仅为教师的教学提供借鉴， 而且

让学生的学习聚焦本源。 因此， 数学史的融入让

余弦定理的教学始于几何， 终于几何。 在教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