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3.1 正弦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教学目标】

1.理解正弦函数的图象和性质,会用 “五点法”画出正弦函数的简图;

2.进一步熟悉利用数形结合研究函数的方法,提升逻辑推理的核心素养.

【教学重点】

正弦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教学难点】

用正弦线画正弦曲线,正弦函数的周期性.

【教学方法】

本节课主要采用观察分析与讲练结合的教学方法.教师引导学生利用单位

圆中的正弦线,较精确地画出正弦函数在 [0,2π]上的图象,然后让学生观

察图象,得到作正弦曲线作图的 “五点法”.通过练习,使学生熟练运用 “五

点法”作图,再从正弦线、诱导公式、函数图象等方面来引导学生归纳正弦函

数的性质.通过例题,进一步渗透利用数形结合研究函数的方法.

【教学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

导
 
入

 复习单位圆与正弦线.

 教师要求学生在平面直角

坐标系中作出单位圆,并分

组分别作出π
6
,π
3
,π
2

的正

弦线.

 学生小组交流.

 复习 正 弦

线,为 引 出

用正 弦 线 作

正弦 函 数 的

图象做准备.



续表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

新
 
课

 利用正弦线来作出正弦函数y=

sinx,x∈R的图象.

 1.正弦函数的图象

 第一步:平分单位圆.在平面直角

坐标系的x 轴上任取一点O1,以O1

为圆心作单位圆,从这个圆与x 轴

的交点A 起把圆分成12等份.

 第二步:作出各角的正弦线.过圆

上的各分点作x 轴的垂线,可以得

到对应于角0,
π
6
,π
3
,π
2
,…,2π

的正弦线.

 第三步:平分坐标轴.我们把x 轴

上从0到2π这一段分成12等份,标

上横坐标0,
π
6
,π
3
,π
2
,…,2π.

 第四步:平移正弦线.把角x 的正

弦线向右平移,使正弦线的起点与x

轴上相应的点x 重合,则正弦线的

终点就是正弦函数图象上的点.

 第五步:连线.用光滑曲线把这些

正弦线的终点连接起来,就可得到正

弦函数y=sinx,x∈[0,2π]的

图象.

 第六步:平移.我们把y=sinx,

x∈[0,2π]的图象沿x 轴平移±2π,

±4π,…,就 可 得 到 y =sinx,

x∈R 的图象.

 教师提示:将圆等分的份

数越多,图象越精确.

 因为sin(α+k·2π)=

sinα (k∈Z),所以正弦函

数y=sinx 在x∈[-2π,

0],[2π,4π],[4π,6π],

…时的图象与x∈[0,2π]

时的形状完全一样,只是位

置不同.

 教师引导:观察y=sinx,

x∈[0,2π]的图象,最高

点是哪个? 最低点是哪个?

图象 与 x 轴 有 几 个 交 点?

分别是什么?

 用正 弦 线

画图 的 方 法

比 较 复 杂,

所以 将 它 分

为五 个 小 步

骤,引 导 学

生明 确 作 图

的方法.

 在 教 师 的

引导下,让学

生自己观察出

图象 的 最 高

点、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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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

新
 
课

 从图象可以看出,(0,0), π
2
,1

æ

è
ç

ö

ø
÷,

(π,0), 3π2
,-1

æ

è
ç

ö

ø
÷,(2π,0)这五

个点在确定图象形状时起关键的作用.

 例1 作函数y=1+sinx,x∈[0,

2π]的简图.

 解 略.

 练习1 本节练习A组第4题.

 2.正弦函数的性质

(1)值域:[-1,1].

 当y=
π
2+2kπ

,k∈Z 时,y=

sinx取得最大值1,即ymax=1;当

y=-
π
2+2kπ

,k∈Z时,y=sinx

取得最小值-1,即ymin=-1.

 学生小组讨论.

 教 师 提 问:当 x∈ [0,

2π]时,哪几个 点 对 图 象

的形状起着关键作用? 坐标

分别是什么?

 学生观察、回答.

 教师指出:在精确度要求

不高的情况下, “五点法”

是最常用的画正弦函数图象

的方法.

 教师对例1进行小结:函

数y=1+sinx,x∈[0,

2π]的图象是由y=sinx,

x∈[0,2π]的图象向上平

移一个单位长度得到的.

观察单位圆中的正弦线可

知,各角的正弦线的长度都

小于或等于单位圆的半径长

1,这表明正弦函数的值域

是 [-1,1].

 教师提问:你能通过观察

正弦函数的图象得到这个性

质吗?

 学生回答:因为正弦曲线

分布在两条平行直线y=1

和y=-1之间,所以正弦

函数的值域是 [-1,1].

与x 轴的交

点,便 于 学

生记 忆 五 个

点 的 坐 标,

同时 为 下 节

课利 用 图 象

研究 三 角 函

数的 性 质 打

基础.

 巩 固 “五

点法”作图,

并在 教 师 引

导下 发 现 函

数 y =1+

sinx 与y=

sinx 图象间

的关系,为例

2求函数的最

大值、最小值

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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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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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课

(2)周期性

 定 义:一 般 地,对 于 函 数 y=

f(x),如果存在一个不为0的常数T,

使得当x 取定义域内的每一个值时,

有f(x+T)=f(x)都成立,则把函数

f=f(x)称为周期函数,这个不为0

的常数T,称为这个函数的周期.

 对于一个周期函数来说,如果在所

有周期中,存在着一个最小的正数,

那么这个最小的正数称为最小正周期.

 结论:正弦函数是一个周期函数,

2kπ(k∈Z,且k≠0)都是它的周

期,2π是其最小正周期.

(3)奇偶性

 由公式sin(-x)=-sinx 可知,

正弦函数是奇函数,图象关于坐标原

点对称.

(4)单调性

 正弦函数在闭区间 [-π2+2kπ,

π
2+2kπ] (k∈Z)上是增函数;在

闭区间 π
2+2kπ

,3π
2+2kπ

é

ë
êê

ù

û
úú (k∈Z)

上是减函数.

教师引导学生从两方面理

解正弦函数的周期性.

 由公式sin(x+k·2π)=

sinx(k∈Z)可知:当自变

量x 的值每增加或减少2π

的整数倍时,正弦函数的值

重复出现.

 由正弦曲线可知,当自变

量x 的值每增加或减少2π

的整数倍时,正弦函数的图

象重复出现.

教师提问:如何判断正弦

函数的奇偶性?

 教师提示:偶函数⇔对函

数y=f(x)定义域内的任意

一个值x,都有f(-x)=

f(x).

 奇函数⇔对函数y=f(x)

定义域内的任意一个值x,

都有f(-x)=-f(x).

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单位圆

中正弦线的变化,体会正弦

函数的单调性.

 教师提问:从正弦曲线上

观察,正弦函数的单调性

如何?

 培养 学 生

“看图 说 话”

的 能 力,即

图 形 语 言、

文字 语 言 与

符号 语 言 的

转 换 能 力,

从而 提 升 逻

辑推 理 的 核

心素养.

 根据 函 数

奇偶 性 的 判

断 方 法,引

导学 生 发 现

正弦 函 数 是

奇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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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设计意图

新
 
课

 例2 求使函数y=2+sinx 取最

大值、最小值的x 的集合,并求这

个函数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周期.

 练习2 本节练习A组第1~2题.

 例3 不求值,比较下列各对正弦

值的大小:

(1)sin -
π
18

æ

è
ç

ö

ø
÷ 与sin -

π
10

æ

è
ç

ö

ø
÷;

(2)sin
2π
3

与sin
3π
4.

 学生回答:正弦函数在

[-π2+2kπ,
π
2+2kπ] (k

∈Z)上,图象自左向右是

上升的,在 [π2+2kπ,
3π
2+

2kπ] (k∈Z)上,图象自

左向右是下降的.

 教师引导学生结合正弦函

数的图象讲解例2和例3.

 利用 两 个

例 题,使 学

生更 好 地 理

解函 数 性 质

的 应 用,进

一步 掌 握 数

形结 合 的 思

想方法.

小
 
结

 1.正弦函数的图象和性质.

 2. “五点法”作图.

 教师带领学生总结本节主

要内容,并归纳典型例题及

解题规律.

 将 所 学 知

识条理化,便

于学生理解、

记忆.

作
 
业

 本节练习 A 组第3题、第5题,

练习B组题目.
 学生课后完成.

 巩 固 所 学

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