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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道 最 值 间 题 的 多 解 探 究

张 艳 （福建省福州第八 中学 ）

本文给 出 的经典的最值问题 ， 试图从不同的 角度

探究该 问题的多 种解法 ， 旨 在 启迪读者发散思维 ，厘

清常用解题思维 ，进一步提高 分析 、 解决此类 问题 的

实际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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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 判 别式法 。 通过引 人变量 ，将 不等式 的证 明

问题转化为求变量 的取值范围 的 问题 ，根据一元二次

方程有实根 ，再利用判 别式求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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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探讨 的是适合本题的证明方法 ，其实不等式

的证明方法除 了 比 较法 、 综合法 、 分析法 、 反 正法 、换

元法这几种常见方法 以外 ，还有许多 ， 如 放缩法 、构造

法 、解析法 、 数学归纳法法 、 导数法等 ， 灵活运用 各种

证明方法 ，会让我们体会到数学的奥妙 之处 ， 增 加 我

们学习 数学的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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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的关键是等价转化 目

标问题 ， 同时要注意结合二次函数的 图像作进
一步的

分析处理 。

综上 ，理解并掌握好 以上几种解法 ，不但有利于

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方 法在解题 中 的 灵活运用 ， 而且

有利于拓宽解题视野 ，提高解题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