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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法是建立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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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 、合理 、科 学地进行创造 ，从 而便问题巧妙获解 的一 

种方法．由于构造法的这个特点，致使由构造法产生的 

解题方法往往比较独特，常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请看： 

匦囹已知曲线 ： 2nx+y2=0(n=1，2，⋯)从点P 
(一1，0)向曲线 引斜率为 >0)的切线 l ，切点为 

⋯y3(1)求数列 x l与 )的通项公式 ；(2)证明： 

” 一 ‘、／ ‘ sinX n 
匾 本题是2009年广东高考数学试题的最后一 

题 ，在本题中我们仅看其中一部分问题的求解 ，即 

⋯ · 。 

、／ 的证明，由第一问容易得到 n= 

，从而、／ ·于是，欲证上述不等式 
实际上就是证明“ 1’ 3⋯一 L< ”

· 

圆 设A=}‘ 3⋯·‘ 2n-I，曰：}‘}⋯‘· 

2n+1 ’ 

_由于 1<丁2
， 

3 ‘ 4
，

⋯

， 

L< 
，因此 A< 

曰，．·．A <A曰=( ‘ ⋯‘· )( ’ 4 ⋯—丽2n ) 

丽1 ， 

故 ’}⋯·‘ < 

、／鼍 · 
圃 这个解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思维量大，运 

算量小．当建立在“ 1。}⋯‘· ”的基础上，成功 

构造出“ = 。 ⋯‘‘ ”之后，求解变得异常轻 

松．类似本题构造的问题还有一些，下面列举几例，以 

飨读者． 

圃 求证：(1+1)(1 1)⋯·。(1 )> ． 

圃 设 =}· 4⋯·· ≥，曰=手· ⋯·· 
一  一 c：生 ． ⋯．． 

． 

3n一1 ’一 3 6 3n ’ 

由于 > 3 争，}>争 ，⋯， ≥> > 

14 

兰翌± 
3凡 ’ 

因此 >ABC=(}·}⋯·· )(手· ⋯·· 
)f生 ． ⋯．．丛 1：3n+1

． 3n-1 3 6 3n 一‘’ ’ 

于是 > ，故原不等式成立． 

图 观察“A -『12’}⋯·。 3n-1一”可以发现相邻 
两分数之间都可以插入两个分数，插入分数后分子构 

成了连续的 自然数，分母也是连续的自然数，乘积时， 

正好可以约分．也许这就是构造两式的思维起点．本题 

的求解与高考题的求解非常相似，如果说有区别的话， 

就是多构造了一个式子，其余完全相同． 

圃 若 y为锐角，且coS2Ot+Cos~+cosZy=l，求 
~⋯COS20／

sln'o~

+旦s m']3 +旦

s m "y ≥争． 

匡圆设A：一cos2t~+掣 + ≥，B： 譬+ 一  
sin~oL sln‘ sln sln'q 

器+ cos2a—C~ io ss~+器+普 ，结合 
得B+C=3，A+曰=掣 +墨 十辈 i>3．同理得A+ 

sln'ot sln‘ sm 'W 

C≥3． 

那么2A+ +0≥6 ≥手，故原不等式成立． 
图 本题又是构造了A、B、C，如何寻找三者之间 

的关系的呢?利用同角三角函数之间的基本关系发现 

了 “B+C=3”，三元均值不等式发现了 “A+B≥3”“A 

G≥3”．将 三者结合 ．结论很快就可以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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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 已知x,y,z ，试证：专 +专 +等手≥ 
O． 

卿 设A：丝 +z2-y2一+錾 ，B：錾 + 一  Z+X x+7 ’，+ z+ 
^  ^  ^  ^  

．

Xz-zz

+~-xz一
，则，4柏=0． 

十 ’，+Z 

等 -．~ -帕xL)+Z⋯2--~2一盟Z+X)+(等 一 z+x +z x’～ +z 
万X2--Z2)： +丽(z+y)(z-y)2+ 

)(y ) 帆) (y ) ) 

．  ≥O，故原不等式成立． 

图 本题的求解仅构造了A、B，结合条件发现了 
“A+曰=0”且“A—B≥O”，两者结合，结论就产生了． 

圃 设al n2，⋯，％为互不相等的正整数，求证： 

+争+．．‘+ n2> + +．-．+}． 

圃 设A= 争+争+．．．+ an，曰= + -+ 

，则A ：(。-+ )+( + )+．．．+(争+ 1--)~>2(1+ 1 

+⋯ + l_1
． 

n 

因为 。，，睨，⋯， 为互不相等的正整数 ，．·．曰≤1+1
2 

+．．．+ ll_．因此 ≥1+ +．．．+ ，故原不等式成立． 
n  

圆 本题又构造了A、B，再结合奈件发现了。 + 

≥2(1+ +⋯+ )”，同时又产生了“曰≤1+ +⋯+ 
几  

”

，进一步产生结论． 
n 

圃 设o,b，c为正实数，且n6c：1，求证： 1 

丽1+ ≥争． 
圃 设A=丽1 +丽1 +丽1 + 

+ ， 则 A 一
．

1

可+ ]+ 

[丽1+ ]+f + 1+}． 
3L~ abc=l ． + 

因此，A≥ + I+ -皓}( +_--Ia c a o+ c)≥手 —OD C D Z V 
=争，故原不等式成立． 

豳 本题结合均值不等式发现“A柏≥ +}+ 

1 ，， 
。 。。 — —  

C 

◆ ——▲ 

由 l 
j 

很关键 ，有了这一步结论便顺利产生． 

圃 设 c ，求证： + + ≥ 

叶 6+ 
， 

网 设一 +6+c，A： + + ， ： 十 
一  s～8 s-D s-c s-a 

+ s2

， 则 由 于 — + ： 
S一 0 S一 Ⅱ 

挚  14 3．肌 s一Ⅱ 9 s一0 ⋯⋯ 
A≥ 日一 j 日-A≤ ，得 +A) ≤ A≥ 

5

，故原不等式成立。 

图 在本题的求解中，我们发现了“曰 =4s”且 
“  5

- -

B-A<<-2s",两者结合产生“A≥争”，也就是要证明 
的结论． 

圃 已知 ⋯，‰∈R+，且≈l 2+⋯+ =1，求 

证：等2+ 2+．．．+ ≥ ． 

圃 设A= XI2+ X22 ‘+ Xn2，B= + 

+⋯+ ，贝4 B—A=n+1． 
j— ’ 1— 

由于击+普： nz_1．r 1 广 ～ 1 1 ≥ 

+ 

n n 

=  星 ． 一 一2_
，．

·

．

曰+A≥ 丁nE+2n-1
．B-2，得 + 

，‘ 1— 1 ／／, 凡 

1+A)+A≥旦 n+1+A)一2 ≥ _r，故原不等式 
n n 十 l 

成立． 

j点 【本题求解中，发现了“曰-A=n+1”及“B+A≥ 

二1l_．曰一2”再从前一式中求出B代入到后一式 

中去 ，即可产生结论． 

通过上述几例可以看出：构造法是集数学的灵 

活性与巧妙性于一身的创造性方法；从构思到求解 

无不散发着浓郁的 “数学芬芳”．数学高考命题正逐 

步由基础型、运算型向思维型、能力型转化，“多考怎 

么想，少考怎么算”已成为中学数学教育界的共识， 

在此特殊时期 ，构造法无论是从提高思维能力出发 

还是从提高高考成绩出发，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 

要方法． 

责任编校 徐国坚 

高中 2009年第 9麓 15 

数 学 有 数 

≥ 

一 一 一l 吨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