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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号问题

(来稿请注明出处——编者)

2601 已知口，b，c∈R，岔+b+C—abc，求证：

∞2+1)(6 2+1)(c2+1)

≥(ab+bc+ca．一1)2．

(陕西省咸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安振平

712000)

2602 已知，在AABC中，么ACB=90。，CD一’上

AB于点D，点F1，F：在BC上，且么CAF，一

么BAF2，AF。，AF2与CD分别交于点E。，E：．

求证：筹嚣>一J—CE,,—CE2。
C

4 D B

(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 蒋晓东

100028；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分校

郭文征 100121)

2603 设AABC的三边长为a，b，C，对应的高

线、旁切圆半径、外接圆半径、内切圆半径和面积

分别为h。，h 6，h。，r。，r6，r。，R，r，△，则

(三+土)2+(三+土)2+(三+三)2≥喜．
r口 r6 ，6 ，c ，c r

n 0』、r

(天津水运高级技工学校 黄兆麟 300456)

2604 已知a，b，c>0，且口bc=1．

(1)证明三a+丢+÷+熹a 0 c≥4．(1)证明二+÷+二+—_}『_≥4．
D C 十十

(2≯，使不等式土+一1_52a o 。+a杰≥3+C 十0十C

÷恒成立的正常数A的最大值是多少?
(湖北省公安县第一中学 杨先义434300)

2605 在AABC中，tan B=4tan C，三边分别为

a，6，c，面职为s，求矿毛的最大值．
(安徽省六安第二中学 陶兴红 237005)

(上接第57页)结论成立．

几点反思：

反思之一：将函数f(X)看成是一个指数函

数与三角函数的差是本题的一个关健，体现了“化

陌生为熟悉”、“化未知为已知的转化思想”，而利

用图象研究y1一e。与Y2=sinx+COS．／?的函数值

大小关系是“数形结合思想”的重要体现．教师的

课堂教学务必关注数学思想方法的提炼；

反思之二：在研究一÷<z<÷时，无法很直
吐 吐

观地发现3，l—e。与Y 2一sinx+COSX的大小关

系，于是想到了求导，此时首先关注到了f(o)；0

(这是关健)，此时可以猜想是否是可能是0≤z<

÷，厂(z)≥o，这一结论与单调递增函数的性质高

度相似，因此将问题转化为证明，函数．厂(z)在区

间[o，÷)上单调递增”，·同样，函数f(z)区间
吐

， 一 ＼

(一÷，0)上单调递减．这体、现了“仔细观察”与
＼ 4 ，

“合理猜想”在数学解题中的应用．

结语：解题教学不是简单的问题解答，有效的

解题教学不应只追求题目的解法，而应把问题的

探索和思维的训练作为解题教学的主要目标，突

出审题和解题计划的设计，而解题反思是解题教

学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解题反思有利于学生更

深刻地认识解题思路的设计．教师在组织解题教

学时务必关注波利亚关于解题教学的四个基本环

节，切实提升解题教学的效率，提升学生的数学素

养和数学学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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