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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一直以来，在高考题目详解当中，针对圆锥曲线问

题的探讨都是重点内容。一般来说，在题目中设置圆锥

曲线问题的主要目标就是考察学生在逻辑思维方面的

能力，除此之外，针对于运算能力以及空间想象能力也

会进行考察，所以圆锥曲线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的考察

方式。

1 教育教学理论基础
在学习圆锥曲线相关问题时，也可以从众多题目

当中选择经典题目并找出题目的类别，然后针对这些

题目进行总结，分析好具体的策略，这样更加有利于帮

助学生进行复习以及掌握知识。

2 高中数学教学当中的圆锥曲线解题策略
对于高中数学教学来说，往年的高考真题就是复

习以及学习的珍贵资料，所以这些题型进行研究以及

分析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在经过针对于五年的新课标

真题的分析以及归纳之后，笔者选择将高考圆锥曲线

的综合题目分类为以下几种，并且针对每一个题型都

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对其解题策略进行相关的探讨，希

望能够为学生圆锥曲线问题的学习提供一定的帮助[1]。
2.1 求动点的轨迹方程

在针对动点轨迹方程题目的求解进行研究的时

候，不难发现这种题目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在于整

个题目的设置非常的灵活。因此在进行方程求解的时

候，一定要伴随着条件变化而产生一定的变化，而且在

题目进行分析时，使用的方法也非常的多样，其实究其

根本，动点的轨迹方程进行研究指的就是求出横坐标

以及纵坐标所满足的关系，一般来说，常用的方法包括

以下 5点。

2.1.1 直接法
如果动点所需要满足的条件比较简单而且容易表

示，那么只需要把条件翻译成数学表达式即可，然后再

经过非常简单的代数化解，我们就能够获得轨迹方程。

因为这样的方法并不需要额外的一些技巧以及复杂的

步骤，为此可以将其称之为直接法。在利用直接法求轨

迹方程时，其步骤主要包括四点，分别是建系、设点、列

式、化简。

例题：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当中，A和 B是关于
原点对称的，点 A的坐标为（-1，1），P是平面内的一个
动点，满足 KAP·KBP=- 13 ，求动点 P的轨迹方程。

解题：在已经给出的条件当中可以发现，点 B 和
点A关于原点 o对称的，因此点 B的坐标是（1，-1）。

设点 P的坐标为（x，y），便可得出 y-1x+1·y+1x-1 =- 13 ，
将式子化简能够得出 x2+3y2=4（x≠±1），因此点 P的轨
迹方程即为 x2+3y2=4（x≠±1）。
2.1.2 定义法

如果我们在阅读题目的时候发现动点的轨迹是题

目已经给出来的，并且其轨迹是符合我们已经知道的

曲线定义，例如在圆锥曲线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其

包含了四种曲线，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已知的曲线定

义来把动点的方程求出来，最后只要根据不同的题目

做出相应的调整即可。

例题：已知 M（-2，0）和 N（2，0）是平面上的两个定
点，动点 P满足 PM + PN =6，求动点 P的轨迹方程。

解题：因为 PM + PN =6> MN =4，所以由椭圆
定义，动点 P 的轨迹是以 M（-2，0）以及 N（2，0）为焦
点，长轴长为 6的椭圆。

摘 要：为了解决高中数学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以圆锥曲线的解答为例，对于平面解析几何
题的解答进行相关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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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椭圆的方程为 x2
a2 + y2

b2 =1（a>b>0），那么可得出
2a=6，a=3，半焦距 c=3，因此 b= a2-c2 = 5 ，所以所

求得的动点 P的轨迹方程是x2
9 +y2

5 =1。
2.1.3 几何法

在平面几何当中比较常见的性质包括角平分线以

及线段的垂直平分线等，都是在日常题目当中容易考

到的知识点，一般来说，如果在进行动点求解时，该动

点符合我们学习过程当中的某一种几何性质或者是某

几种几何性质的时候，都会使用几何法来对其进行求

解，这种方法和定义法一般会组合在一起使用。针对于

题目进行解读的关键就在于必须要从所给的图当中找

出垂直平分线以及角平分线具体起到的作用，有的时候

也需要根据圆锥曲线的定义来针对于题目进行分析。

例题：已知 F1，F2分别是椭圆 C x2
4 + y2

3 =1的左焦点
以及右焦点，A是 C上的任意一点，AD是∠BAF2的角
平分线，过 F2作 AD的垂线，延长 F2D 交 F1A 于点 B，
求动点 D以及动点 B的轨迹方程。
解题：如图所示，连接 OD。

因为∠BAD = ∠F2AD，AD ⊥BF2 所以 ΔADF2 和
ΔADB全等，因此 BD=F2D，BA=F2A，又因为 O 是 F1、F2

的中点，因此 OD// 12 BF1，且有 OD= 12 BF1。

由 AF1 + AF2 =2a=4，得出 BF1 = AB + AF1
= AF2 + AF1 =4，也就是 OD =2。

所以点 D的轨迹是以 O作为圆心，2为半径的圆，
也就是说点 D的轨迹方程是 x2+y2=4（y≠0），同理，点 B
的轨迹方程也是以为圆心，4为半径的圆，因此点 B的
轨迹方程是（x+1）2+y2=16（y≠0）。
2.1.4 相关点法

在针对于某些题目进行研究的时候，发现动点 p
和另外的一个动点 m属于紧密连接的，而具体轨迹方

程是题目当中所给出来的一个已知的条件，那么只要

建立出 m和 p之间的有效联系，便能够得出动点坐标
之间的关系，最终便可以通过代入曲线方程的办法得

出 x和 y之间的联系。
例题：已知 A是椭圆 x2

25 + y2
16 =1上的一个点，点 B

的坐标为（2，1），有AP =2PB，求出点 P的轨迹方程。
解题：设 A（x0，y0），P（x，y），则，AP =（x-x0，y-y0），

PB =（2-x，1-y）带入式子 x0
2

25 + y0
2

16 =1，可得 3x-4（ ） 2

25 +

3y-2（ ） 2

16 =1，所以点 P 的轨迹方程是 x- 43
2

259
+

y- 23
2

169
=1。

2.1.5 参数法
在某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下，使用前面几种办法都

无法解出题目的具体所求轨迹，发现所求的动点会受

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比值或者是角度等，在这个时

候所求的动点坐标当中的横坐标以及纵坐标都和其他

的量产生了联系，同时也会随着变量出现变化，将这个

变量称为参数，这种方法也可以称之为参数法。

在进行题目求解的时候，如果需要使用参数法的

话，那么在得到 x，y和参数之间的联系之后，只需要将
题目给出来的这个参数进行消除，就能够得到最终所

需要的答案。需要注意的是，所选取题目当中的这个参

数具体取值一定要做好相应的描述，因为这样才能够

确定好 x，y的取值范围。
例题：曲线方程为 x2+ y2

4 =1，直线 l和曲线相交于

点 A、B，且过点 M（0，1），点 O 是坐标原点，点 P 满足
OP = 12（OA +OB），求出动点 p的轨迹方程。
解题：设点 A（x1，y1），B（x2，y2），P（x，y）

因为OP = 12（OA +OB），所以
x= x1 +x22
y= y1 +y22

 

 

             

 

 

             

当直线 l斜率存在的时候，设斜率为 k，那么直线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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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程为 y=kx+1，可以得出 x2+ kx+1（ ） 2

4 =1，将其整理
为（4+k2）x2+2kx-3=0。

因为点 M在椭圆的内部，因此过点 M的直线和椭
圆必然会出现两个交点，因此不需要去考虑判别式的

大小。

所以可以得出

x1+x2=- 2k4+k2

x1x2=- 34+k2

 

 

             

 

 

             

，整理为

x= k4+k2

y= 44+k2

 

 

             

 

 

             

则

有 xy =- k4 ，所以代入 y= 44+k2 ，可以得出 y= 4
4+ 4xy

2

将其化简为 y2-y+4x2=0（0<y≤1）。
第二种可能性是当直线 l斜率不存在的时候，l的

方程式为 x=0，联立方程解得 x=0
y=-2 ，带入条件 1的结

果是成立的，综上所述，点 p的轨迹方程是 y- 12
2

14
+

x2
116

=1（0<y≤1）。

2.2 直线和圆锥曲线的位置关系
直线与圆锥曲线位置关系进行考核的时候，其考

点在于明晰直线和圆锥曲线之间的位置联系，可以熟

练的使用函数以及数形结合，包括等价转换等数学思

维来解决问题，从内容上面来看，这也是高考在考察过

程当中的重点内容，涉及了直线和圆锥曲线关系当中

的弦长面积以及弦中点等一系列的问题。

通常来说，如果题目当中需要判定直线和圆锥曲

线的具体联系，在这个时候我们主要会选取代数方法

来对其进行研究，一般的做法就是联立直线和曲线的

方程，也就是
Ax+By+C=0
F（x，y）=0 ，然后得到 ax2+bx+c=0。

当 a=0 时，就可以通过题目演算出一元一次方
程，在这个时候其关系为相交关系，并且只存在着一个

交点。

当 a≠0时，可以根据具体的数据来对其进行推
算，判断出究竟有多少个直线和曲线之间的交点。

2.3 中点弦问题
涉及中点弦的问题都包含着三种类型：①直接把

中点弦所在直线的方程具体的数值求解出来，②针对
于中点弦的轨迹方程进行研究，③对称问题。通常我们
会选取最为简单的方法来进行研究，那就是点差法。首

先需要把坐标设置出来，然后根据曲线问题结合有效

的公式，寻找出坐标跟弦之间存在着的关系，具体的过

程如下所示。

如果 AB为椭圆 x2
a2 + y2

b2 =1（a>b>0）的一条弦，中点
M（x0，y0），则直线 AB 的斜率是- b2x0

a2y0
，也就是说 KAB=

b2x0
a2y0
。

设 A（x1，y1），B（x2，y2）（x1≠x2），因为 A，B都在椭圆

上面，因此

x1
2

a2 + y1
2

b2 =1

x2
2

a2 + y2
2

b2 =1

 

 

                 

 

 

                 

。

两个式子相减便可以得出
x1

2 -x2
2

a2 + y1
2 -y2

2

b2 =0，故

KAB=- b2x0
a2y0
。

使用相同的办法也能够得出，如果 AB为双曲线
x2
a2 - y2

b2 =1（a>0，b>0)的一条弦，那么中点 M（x0，y0），则

KAB= b2x0
a2y0
，如果曲线是抛物线的话，那么 KAB= py0

。

3 结语
综上所述，解析几何是高中教学中一个重点的内

容，同样也是高考的重点和难点，而圆锥曲线作为解析

几何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新课标要求的五个基本能

力的综合性考察，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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