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考专题 07 三角函数与三角恒等变换

1. 角的定义

平面内一条射线绕着端点从一位置旋转到另一个位置所形成的的图形叫做角；射线的端点叫做角的顶点，

旋转开始时的射线叫做角的始边，旋转终止时的射线叫做角的终边

2. 角的分类

按照角终边的位置可分为（象限角和轴线角）

按照选择方向可分为（正角（逆时针选择）、负角（顺时针选择）和零角（不旋转））

3. 象限角

第Ⅰ象限角： kk   36090360  ， )( Zk  或






   kk 2

2
2 ， )( Zk 

第Ⅱ象限角：






   kk 22

2
， )( Zk 

第Ⅲ象限角：






   kk 2

2
32 ， )( Zk 

第Ⅳ象限角：






   kk 222

2
3

， )( Zk 

或






   kk 22

2
， )( Zk 

4. 轴线角

终边落在 x 轴正半轴上：  k2 ， )( Zk 

终边落在 x 轴负半轴上：  k2 ， )( Zk 

终边落在 y 轴正半轴上：






   k2

2
， )( Zk 

终边落在 y 轴负半轴上：






   k2

2
3

， )( Zk 

考点归纳



终边落在 x 轴上：  k ， )( Zk  ，终边落在 y 轴上：






   k

2
， )( Zk 

终边落在坐标轴上：






 

2
 k

， )( Zk  ，终边落在 xy  上：






   k

4
， )( Zk 

终边落在 xy  上：






   k

4
3

， )( Zk  或：






   k

4
， )( Zk 

5. 终边相同的角

与 终边相同的角的集合为：  k2 ， )( Zk 

6. 角度与弧度的关系

180 ， 81573.571  rad

7. 扇形的弧长、周长及面积公式

8. 三角函数的定义

y
r
y

OP
PA


斜边

对边sin ，正弦线： AP

角度制 弧度制

弧长公式



180

rnl  rl 

面积公式


360

2rns  2

2
1

2
1 rrls 

周长公式 rlC 2

r 是扇形的半径， n 是圆心角的度数 r 是扇形的半径， 是圆心角弧度数， l是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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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边

邻边cos ，余弦线：OA

1

11tan
OA

PA
x
y

OA
AP


邻边

对边 ，正切线： 11PA

9. 三角函数在各象限内的符号

sin cos tan

10. 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

11. 两角互余的三角函数关系

 , 互余，  cossin  ，  sincos 

已知
3
2)

6
sin( 

 ，则：
3
2)

3
cos( 



12. 两角互补的三角函数关系

 , 互补，  sinsin  ，  coscos  ，  tantan 

已知
3
2)

6
sin( 

 ，则：
3
2)

6
5sin( 
 ，

3
2)

3
2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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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三角混合不等式

xxx tansin  ， ),0( x

14. 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

平方关系： 1cossin 22  

商数关系：



cos
sintan 

推导公式：


 2
2

cos
1tan1 

考点：弦切互化

已知 2tan  求 _______
cos4sin3
cos5sin4








解：同时除以 cos 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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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a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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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4sin3
cos5sin4



















已知 2tan  求 _________cossin4sin9 2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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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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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除以 2cos 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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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9

1tan
tan4ta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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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诱导公式

（1）诱导类型

)90sin( k 或 )
2

sin( k  ， )( Zk  ，

)90cos( k 或 )
2

(cos k  ， )( Zk  ，

)90tan( k 或 )
2

tan( k  ， )( Zk  ，

（2）诱导方法：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奇偶指的是 k90 或 k
2


中 k 的奇偶，

若 k 为奇数，变函数名；  cossin  ，  cottan 

若 k 为偶数，不变函数名；  sinsin  ，  coscos  ，  tantan 

象限指的是原函数名的象限，再判断符号

规定：无论 角多大，看作第一象限角（锐角）

（3）诱导公式



1、  cos
2

sin 





 

，

  sin
2

cos 





 

，

 cot
2

tan 





 

2、  cos
2

sin 





 

，

  sin
2

cos 





 

，

 c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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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nsin  ，    coscos  ，    tantan 

4、    sinsin  ，    coscos  ，    tantan 

5、  cos
2

3sin 





 

，

 sin
2

3cos 





 

，

 cot
2

3tan 





 

6、  cos
2

3sin 





 

，

 sin
2

3cos 





 

，

 cot
2

3tan 





 

7、    sin2sin  k ，    cos2cos  k ，    tan2tan  k

8、    sinsin  ，    coscos  ，    tantan 

9、  cos
2

sin 





 

，

  sin
2

cos 





 

，

 cot
2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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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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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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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三角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siny x cosy x tany x

图

象

定

义

域

R R ,
2

x x k k 
    

 

值

域
 1,1  1,1 R

函
数性

质



17. 三 角

函 数

型 函

数 的

图 象

和 性

质

（1）正 弦

型 函

数、 余

弦 型

函 数

性 质

hxAy  )sin(  ， hxAy  )cos( 

A振幅，决定函数的值域，值域为  AA,

 决定函数的周期，

2

T

 x 叫做相位，其中 叫做初相

（2）正切型函数性质

hxAy  )tan(  的周期公式为：



T

最

值

当 2
2

x k   时，

max 1y  ；当 2
2

x k  

时， min 1y   ．

当 2x k 时，

max 1y  ；当 2x k  

时， min 1y   ．

既无最大值也无最小值

周

期

性

2 2 

奇

偶

性

奇函数 偶函数 奇函数

单

调

性

在 2 ,2
2 2

k k      

上是增函数；

在
32 ,2

2 2
k k      

上是减函数．

在 2 ,2k k   上是增函

数；

在 2 ,2k k   上是减函

数．

在 ,
2 2

k k     
 

上是增函数．

对

称

性

对称中心  ,0k

对称轴
2

x k  

对称中心 ,0
2

k   
 

对称轴 x k

对称中心 ,0
2

k 
 
 

无对称轴



18. 三角函数的伸缩平移变换

（1）伸缩变换（ A， 是伸缩量）

hxAy  )sin( 

A振幅，决定函数的值域，值域为  AA, ；

若 A↗，纵坐标伸长；若 A↘，纵坐标缩短； A与纵坐标的伸缩变换成正比

 决定函数的周期， 
2

T

若 ↗，T ↘，横坐标缩短；若 ↘，T ↗，横坐标伸长；  与横坐标的伸缩变换成反比

（2）平移变换（ ， h 是平移量）

平移法则：左 右，上 下

19. 正弦的和差公式

   sincoscossinsin 

   sincoscossinsin 

20. 余弦的和差公式

   sinsincoscoscos 

   sinsincoscoscos 

21. 正切的和差公式

 



tantan1
tantantan






 



tantan1
tantantan






22. 正弦的倍角公式

  cossin22sin  2sin
2
1cossin 

23. 余弦的倍角公式

   sincossincossincos2cos 22 

升幂公式：

 2sin212cos  ， 1cos22cos 2  

降幂公式：



2
2cos1sin 2  

 ，
2

2cos1cos2  


24. 正切的倍角公式


 2tan1

tan22tan




25. 推导公式

2)cos(sin)cos(sin 22  

26. 辅助角公式

xbxay cossin  ， )0( a )sin(22  xbay ，其中
a
b

tan ， )
2

,
2

(  

xbxay cossin  ， )0( a )cos(22  xbay ，其中
b
a

tan ， )
2

,
2

(  

一、单选题

1．（2023 秋·广东佛山·高三统考学业考试）下列各角中与60o终边相同的角是（     ）

A． 300 o B． 240 o C．120o D．390o

【答案】A

【解析】根据终边相同的角的概念可得出合适的选项.

【详解】 300 60 360  o o oQ ， 240 60 300  o o o， 01 0 6 602  oo o，390 60 330 o o o，

因此，只有 A 选项中的角与60o终边相同.

故选：A.

2．（2023 秋·广东·高三统考学业考试）下列各角中与437角的终边相同的是（    ）

A．67o B．77o C．107o D．137o

【答案】B

【分析】写出与437角的终边相同的角为 437 360 , Zk k      ，选出正确答案.

【详解】与437角的终边相同的角为 437 360 , Zk k      ，

当 1k   时， 437 360 77      ，B 正确；

经验证，其他三个选项均不合要求.

故选：B

3．（2023·广东·高三统考学业考试） cos 210  （    ）

真题训练



A．
3

2
B． 3

2
 C． 1

2 D．
1
2



【答案】B

【解析】利用诱导公式化简求值即可．

【详解】   3cos 210 cos 180 30 cos30
2

         

故选：B

4．（2023 秋·广东·高三统考学业考试） sin 70 sin 40 sin 50 cos110     （    ）

A．
1
2 B．

1
2

 C． 3
2

D．
3

2


【答案】C

【分析】根据诱导公式以及两角和与差的余弦公式即可求解.

【详解】 sin 50 sin(90 40 ) cos 40       ；

cos110 cos(180 70 ) cos 70       ；

原式 sin 70 sin 40 cos 40 cos 70    

  3cos 70 40 cos30
2

       .

故选：C

5．（2023 秋·广东·高三统考学业考试） sin73 cos17 cos73 sin17    ＝（    ）

A．0 B． 1
2 C． 3

2
D．1

【答案】D

【分析】直接利用两角和的正弦公式即可计算.

【详解】  sin73 cos17 cos73 sin17 sin 73 +17 sin 90 1        .

故选：D

6．（2023·广东·高三统考学业考试）已知角 α 的顶点与原点重合，始边与 x 轴的非负半轴重合，终边经过

(1, 3)P ，则 tan 的值为（    ）

A．
3

2
B． 3

3
C． 1

2 D． 3

【答案】D

【分析】根据正切函数的定义计算．

【详解】由题意
3tan 3

1
   ．

故选：D．



7．（2023·广东·高三统考学业考试）要获得   1sin
6

f x x   
 

，只需要将正弦图像（    ）

A．向左移动
1
6
个单位 B．向右移动

1
6
个单位

C．向左移动
6

个单位 D．向右移动

6

个单位

【答案】A

【分析】根据三角函数图象变换的概念判断.

【详解】把 siny x 的图象向左平移
1
6
个单位，所得图象的函数解析式为

1sin( )
6

y x  ．

故选：A．

8．（2023·广东·高三学业考试）为了得到函数 sin 3y x 的图象，只要把函数
πsin 3
7

y x   
 

的图象（    ）

A．向左平移
π
21

个单位长度 B．向右平移
π
21

个单位长度

C．向左平移
π
7
个单位长度 D．向右平移

π
7
个单位长度

【答案】A

【分析】根据三角函数的平移变换规则计算可得.

【详解】因为
π πsin 3 sin 3
7 21

y x x         
   

，

所以只需把函数
πsin 3
7

y x   
 

的图象向左平移
π
21

个单位长度，就可以得到函数 sin 3y x 的图象.

故选：A

9．（2023·广东·高三学业考试）已知角 的始边在 x 轴的非负半轴上，终边经过点  3,4 ，则 cos （    ）

A．
4
5

B．
3
5

C．
4
5

 D．
3
5

-

【答案】D

【分析】根据任意角的三角函数的定义求解.

【详解】由已知得，  2 2

3 3cos
53 4

 
  

 
.

故选：D.

10．（2023·广东·高三统考学业考试）已知
1cos
3

  ， ,0
2
    

 
，则 tan 等于（    ）

A． 2 2 B． 2 2 C． 2
4

 D．
2

4

【答案】A



【分析】由已知 角的余弦值及所在象限求其正弦值，进而可求 tan

【详解】由
1cos
3

  ， ,0
2
    

 
，知：

2 2sin
3

  

∴
sintan 2 2
cos




  

故选：A

【点睛】本题考查了利用同角三角函数关系求正切值，根据角的余弦值及所在象限求正弦值，由同角正切

与正余弦关系求正切值

11．（2023·广东·高三学业考试）已知扇形的半径为 1，圆心角为60o，则这个扇形的弧长为（    ）

A．
π
6

B．
π
3

C．
2π
3

D．60

【答案】B

【分析】根据扇形的弧长公式计算即可.

【详解】易知
π60
3

o
，由扇形弧长公式可得

π π1
3 3

l    .

故选：B

12．（2023 秋·广东佛山·高三统考学业考试）关于函数 sin (sin cos )y x x x  描述正确的是（    ）

A．最小正周期是2 B．最大值是 2

C．一条对称轴是
4

x 
 D．一个对称中心是

1,
8 2
 

 
 

【答案】D

【分析】利用三角恒等变换化简 y 得解析式，再利用正弦型函数的图像和性质得出结论.

【详解】解：由题意得：

sin (sin cos )y x x x Q

2 1sin sin 2
2

x x 

1 cos 2 1 sin 2
2 2

x x
 

2 1sin(2 )
2 4 2

x 
  

选项 A：函数的最小正周期为 min
2 2

2
T   


   ，故 A 错误；

选项 B：由于 sin(2
4

1 ) 1x 
   ，函数的最大值为

2 1
2 2

 ，故 B 错误；

选项 C：函数的对称轴满足 2
4 2

x k    ，
3

2 8
kx   ，当

4
x 

 时，
1
4

k Z   ，故 C 错误；



选项 D：令 8
x 

 ，代入函数的
2 1 1( ) sin(2 )

8 2 8 4 2 2
f   

     ，故
1,

8 2
 

 
 

为函数的一个对称中心，故 D 正

确；

故选：D

13．（2023 秋·广东·高三统考学业考试）已知
2cos
3

  ，则
πsin 2
2

   
 

(    )

A．
1
9

 B．
1
9

C．
8
9

 D．
8
9

【答案】A

【分析】根据三角函数诱导公式和余弦二倍角公式即可计算求值．

【详解】
2

2π 2 1sin 2 cos2 2cos 1 2 1
2 3 9

                
   

．

故选：A．

14．（2023 秋·广东·高三统考学业考试）函数 ( ) sin 3 cosf x x x  的最大值为（    ）

A．1 B． 2 C．1 3 D． 2 3

【答案】B

【分析】根据辅助角公式化简即可求解.

【详解】
π( ) sin 3 cos 2sin
3

f x x x x     
 

，故最大值为 2

故选：B

15．（2023·广东·高三统考学业考试）若 tan 2  ，则
πtan( )
4

a 的值为（　　）

A．－
1
3

B．
1
3

C．－3 D．3

【答案】A

【分析】根据和差角的正切公式即得.

【详解】∵ tan 2  ，

∴
πtan( )
4

a 

πtan tan
4

π1 tan tan
4









1 2 1
1 2 3


  


．

故选：A.

16．（2023·广东·高三学业考试）将函数 ( ) sinf x x 的图像向左平移
π
3
个单位长度，再将所得图像上各点横

坐标变为原来的
1
2 ，纵坐标不变，得到函数 ( )g x 的图像，则函数 ( )g x 的解析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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