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樊陈卫， (1978-)，女，江苏海门人，中学高级教师，南通市骨干教师。主要研

究解题教学和高考试题动向，在《中学数学》《数学教学》《中学数学研究》《中学数学教

学》《高中数学教与学》等杂志发表论文多篇。

基于经典命题 命制多彩好题

江苏省海门中学 樊陈卫 226100
数学题目的命制是一线教师的一项重要工作，命题能力是数学教师实现进阶的一项必备

能力，是数学教师教学能力与数学专业素养的重要体现.本文以一个经典命题为出发点命制

题目为例，谈谈如何命制多彩好题，不足之处敬请斧正.

经典命题 设 O 是 ABC 内一点，则 0  OCSOBSOAS AOBAOCBOC .

命题源于 2002 年山东赛区高中数学竞赛试题，形式简捷，结论深刻而富于美感.
命制思路 1 特殊化，命题的直接应用.
1.1 变量常量化

设 O 是 ABC 内一点， 0 OCzOByOAx ，根据命题可以得到

zyxSSS AOBAOCBOC :: ：： ，由此可以命制题目如下：

例 1 设 O 是 ABC 内一点， 032  OCOBOA ， 10AOCS ，则 ABCS ____

（答案：30）
1.2 动点定点化

原命题中 O 点是 ABC 内的任意点，将其特殊化为三角形的“四心”，可以得到如下

题组：

例 2 证明如下命题：

（1）设 O 是 ABC 的重心，则 0 OCOBOA .

（2）设 O 是 ABC 的内心，则 0 OCcOBbOAa .

（3）设 O 是 ABC 的外心，则 02sin2sin2sin  OCCOBBOAA .

（4）设 O 是 ABC 的垂心，则 0tantantanA  OCCOBBOA .

命制思路 2 命题一般化推广

考虑将条件“O 点是 ABC 内的任意点”推广到平面 ABC 内的任意点，利用 Geogebra
软件面积度量及计算功能可以验证原命题不成立，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向量组合关系：点 O
在三角形三边上时，原命题仍成立；点 O 在三角形外部时存在的规律如下，以点 O 在②⑤

区域（含边界）时（①④，③⑥情形类似）：

0  OCSOBSOAS AOBAOCBOC

基于此，设计新定义题目如下：

例 3 设 O 平面内任意一点，规定 OAC 、

OAB 、 OBC 分别与 ABC 在顶点 O 所对边



同 侧 ， 其 面 积 为 正 面 积 ； 在 O 所 对 边 异 侧 ， 其 面 积 为 负 面 积 ， 则 等 式

0  OCSOBSOAS AOBAOCBOC 是否成立？若不成立，说明理由；若成立，请证明.

命制思路 3 空间类比

二维平面与三维立体空间类比，三角形与四面体相对应，三角形的面积对应于四面体的

体积，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例 4 有命题：O 是 ABC 内一点，则 0  OCSOBSOAS AOBAOCBOC ，请根据

上述命题，进行二维平面与三维空间的类比猜想：O 是四面体ABCD内一点，则有结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 0  ODVOCVOBVOAV ABCOABDOACDOBCDO ）

命制思路 4 与其它知识交汇

将原命题及由原命题所得的新命题与其它知识交汇，又生成更多生动的题目.
4.1 与命题逻辑交汇

考虑例 2（2）的逆命题得到如下题目：

例 5 （1）设 O 是 ABC 内的一点， cba 、、 为 ABC 的三边，且

0 OCcOBbOAa ，求证：O 是 ABC 的内心.

再结合例 3 可得：

（2）设 O 是 ABC 内的一点， cba 、、 为 ABC 的三边，且 0 OCcOBbOAa ，

求证：O 是 ABC 的旁心.
4.2 与正余弦定理交汇

由命题的条件为三角形，正余弦定理是三角形的重要定理，与正余弦定理交汇是自然的

思路 .从结论“ O 是 ABC 的重心，则 0 OCOBOA ”出发，再给出条件

“ 0
8

sin
7

sin
3

sin
 OCCOBBOAA

”，相当于给出三角形三内角的正弦比，结合正余

弦定理，可以求出三角形任意内角：

例 6 已知 O 是 ABC 的重心，且满足 0
8

sin
7

sin
3

sin
 OCCOBBOAA

，求角 B.

（答案：
3


）

从结论“O 是 ABC 的内心，则 0 OCcOBbOAa ”出发，再给条件

“ ACyABxAO  ”，引入两个变量 yx、 ，两个等式结合相当于给出由 yx、 表示的三

角形的三边之比，再用条件“
8
7cos A ”给出三边的数量关系，由此可以求出含参数 yx、

的代数式的最值：

例 7 已知 O 是 ABC 的内心，
8
7cos A ，若 ACyABxAO  ，求 yx  的最大

值.（答案：4）



4.3 与三角函数恒等变换交汇

命题的条件为三角形，离不开三角形的内角，可考虑与三角函数的恒等变形交汇.以命

题“ O 是 ABC 的垂心，则 0tantantanA  OCCOBBOA ”为起点，与等式

“ ACABAO
2
1

4
1

 ”结合，相当于给出了三角形的内角的正切比，再利用三角形的内

角和定理和三角函数的恒等变形，可以求出三角形内角的三角函数值：

例 8 O 是 ABC 的垂心， ACABAO
2
1

4
1

 ，求 BACcos 的值.（答案：
3
3
）

以命题“设 O 是 ABC 的外心，则 02sin2sin2sin  OCCOBBOAA ”为起点，

结合等式“ OBOAOC
4
3

4
5

 ”，相当于给出了三角形内角的二倍角的正弦比，利用三角

函数恒等变形可以进一步求出三角形内角的正弦值，设置一定的问题背景，可以命制如下题

目：

例 9 设直线 2 xy 与圆
222 ryx   0r 交于 BA, 两点，O为坐标原点，若

圆上一点C满足 OBOAOC
4
3

4
5

 ，求 r的值.（答案： 10 ）

小结 解题与命题犹如硬币的正反两面，两者相生相克，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是一对互逆

的生成过程.两者联系的纽带是数学的思维方法、数学思想，也是教师对数学问题的深入探

究.波利亚说过：“好问题同某种蘑菇有些相像,它们都成堆地生长,找到一个以后,你应当在周

围找找,很可能附近就有好几个.”教师的命题研究应善于捕捉经典问题，立足于经典问题，

在数学思想方法的引导下生成问题，发现新的结论，再将问题具体化、情境化并使之趣味化，

循着如此思路，命出能激发学生思维兴趣的精彩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