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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spire™ CX-C CAS 图形计算器操作指南 

 

图形计算器键盘 

 

 

 

 

 

 

 

 

 

 

 

 

 

 

 

 

 

 

 

红框：功能区 

黄框：数学符号和数字 

篮框：字符输入 

 

» 打开便签本进

行快速计算或绘图 

/提供访问按键上

方的功能或字符 

触摸板 

中心区域如手提电

脑触摸板，四周是

上下左右键 

e 移至下一个输

入字段 

c½ 开关机。

若计算器已开启，

按该键显示主页 

~打开文档菜单 

· 计算表达式，

执行命令或选择一

个菜单项 

b 显示应用程序

或环境菜单 

x 点击选定对象。

若要抓取对象，双

击该键并长按 

; 中英文输入法切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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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快捷键 

常用功能快捷键 

编辑文本  导航  

剪切 /X 页顶 /7 

复制 /C 页尾 /1 

粘贴 /V 上页 /9 

撤销 /Z 下页 /3 

恢复 /Y 环境菜单 /b 即«  

    

插入字符或符号  文档导航  

显示字符库 /k 即 Ð  显示上一页 /¡即¥  

下划线 /_ 显示下一页 /¢即¦  

显示数学模板库 t 显示页面大纲 /£ 即©  

清除 /.即 Ì    

大写锁定 /g 即 Ê  文档管理  

存储 /h 即 Ë  新建文档 /N 

等号 = 插入新页 /~即¿  

等号/不等号库 /=即 Í  保存当前文档 /S 

标记/字母符号库 º  关闭文档 /W 

平方根 /q 即 Ò    

答案 /v 即 Ý  向导与模板  

  在矩阵中添加一列 g@ 

调节显示屏  在矩阵中添加一行 @ 

增加对比度 /+即×  积分模板 g+ 

降低对比度 /-即 Ø  导数模板 g- 

 

初次使用 

TI-Nspire™ CX-C 图形计算器配有可充电的锂电池。同手机或其他类似设备一样，将电池充电至少四小时以确保

最佳性能。 

为图形计算器充电 

图形计算器的标准包装盒中随带一根标准 A 到迷你 B 的 USB 线缆，可以使用该线缆将图形计算器连接到计算

机进行充电。也可以将一台或多台图形计算器放在与图形计算器配套的 Docking Station 中进行多台计算器的充

电。 

在充电的过程中，可以在主页的状态下，按 Ä 设置 Ã 状态…看到如下的界面，就可以看到图形计算器已经

充电到多少的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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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打开 TI-Nspire™CX-C 图形计算器 

电池充电后，按 c 键开机时会显示 系统载入进度条。接下来，在出现提示时选择语言首选项和字体大小。 

注意：要关闭图形计算器，请按/c 即½ 。设置和内存内容将会保留。 

主页 

按 c 键显示主页 

 

按触摸板上的箭头键（¡，¢，£ ，¤ ）切换主菜单各选项。选定某选项：按 x 键或· 键，或者按该选项的相

关编号（数字或字母）。 

我的文档 

 

1 未保存的文档  2 展开的文件夹  3 折叠的文件夹   4 状态指示   5 文件大小 

 

新建文档 

 

在主页上按 1 键，或者直 

接选择应用程序新建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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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页面选项卡-标明问题编号和页面。 

2 状态图标指示器-指示组合键是否激活中，并显示电池电量。 

 

组合键激活指示 

指示/g 是否被激活   

电池电量 
：正在充电 

：显示电量 

 

3 文档名称-显示使用中的文档名称及保存状态。 

 

使用目录 

使用目录键在计算器输入行中插入命令、符号、表达式模板

或其他功能。 

1. 指令与函数功能模板，按照字母顺序排序； 

2. 数学运算功能模板； 

3. 度量单位模板； 

4. 符号控制面板，包含特殊字符； 

5. 数学表达式模板； 

6. 公用库（LibPub） 

 

使用表达式模板 

举例： n7
n=3  

1、按 t 或 kÄ  ；2、选择 ；3、将光标移至虚框中编辑。 

 

计算器应用程序 

您可以利用计算器应用程序进行下述操作： 

 通过键盘直接输入或者从菜单 b 与目录 k 调用的方式，输入表达式并计算； 

 定义变量、函数及程序； 

 定义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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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器功能菜单-按键在计算器工作区域显示计算器菜单； 

2 计算器工作区域-在输入行中输入表达式并按键计算表达式。表达式以标准数学符号形式显示。表达式和运

算结果在计算器历史记录中显示； 

3 示例-计算器中定义的变量可以在其他 TI-Nspire™应用程序中使用。 

输入表达式：2l8r43p12 后，会给出以下结果： 

   
28×43

3
    

2752

3
 

用十进制小数显示计算结果： 

在上例中，用/· 替代·  

   
28×43

3
    917.333 

重新使用先前表达式或运算结果-您可以从计算器历史记录中复制表达式，表达式的一部分或运算结果，并将

它粘贴到输入行甚至其他应用程序中。用/C 复制，用/V 粘贴。 

 

图形应用程序 

您可以利用图形应用程序进行下述操作： 

 绘制和研究函数； 

 模拟点在对象或图形上的运动，并研究其性质； 

 将数据采集工具采集到的数据绘制成图； 

 研究图形变换； 

 学习和研究微积分的概念； 

 链接至其他应用程序创建的数据，并在图形应用程序中使用。 

 

                        À 工作区域示例   Á 输入行 

 

 

À  

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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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视图 

绘图视图： 

 默认的笛卡尔坐标系，标准缩放格式（比例系数 1:1）； 

 输入行，可以输入多达 100个需要绘制的函数。 

导航 

e 从图像移至输入行 d 从输入行移至图像 /G 隐藏/显示输入行 

/T 显示函数列表 /x 抓取    

还可以使用环境菜单改变坐标、属性。 

几何应用程序 

您可以利用几何应用程序进行下述操作： 

 创建和研究几何程序； 

 模拟点在对象或图形上的运动，并研究其性质； 

 将数据采集工具采集到的数据绘制成图； 

 研究几何变换； 

 链接至其他应用程序创建的数据，并在几何应用程序中使用。 

 

                        À 几何菜单   Á 工作区域示例 

 

默认视图 

平面几何视图： 

平面几何视图除去了工作区域中的坐标轴和输入行，以便您绘制几何形状并进行研究，在平面几何视图中，用

户可以显示并设置绘图比例。 

 

列表与电子表格应用程序 

À  

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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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  

 

À 列表与电子表格菜单-当列表与电子表格工作区域激活时，按 b 显示菜单 

Á 数组与表格工作区域 

Â 共享数据-与其它 TI-Nspire™应用程序共享数据 

 

À 列号（字母）       Á 表头或公告栏      Â 行号（数字）   Ã 列名称     Ä 数据区域 

 

输入表格数据 

 对于数字、文本、简单的数学表达式和公式，使用键盘上的对应键输入。 

 对于比较复杂的数学表达式，按 k 键显示所有系统函数、命令、符号和表达式模板的目录。 

 要直接显示数学表达式模板，按 t 键。 

 要直接显示符号控制面板，按/k 键。 

 

数据与统计应用程序 

您可以利用数据与统计应用程序进行下述操作： 

 通过不同类型的图形来描述数据集。 

 直接控制变量以考察和描绘数据关系。某个应用软件中的数据变化会被动态地应用于所有已链接的应

用程序。 

 研究集中趋势和其他统计汇总技术。 

 用函数拟合数据。 

 绘制散点图的回归线。 

 根据汇总统计量或数据，绘制假设检验和结果的图形（z-检验和 t-检验）。 

注意：在随后的示例中，列表与电子表格应用程序和数据与统计应用程序将一同使用，这是一种典型的页面设

置。 

À  

Á  

Â  

À  

Á  

Ä  

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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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数据与统计菜单（当数据与统计工作区激活时显示）Á 数据与统计工作区示例 

 

记事本应用程序 

记事本应用程序具有文本编辑功能，您可以创建及共享文档。 

 

À 记事本菜单-当记事本工作区域激活时，可按 b 键显示菜单。 

Á 记事本工作区域-在文本输入与编辑文本区域，按 e 键切换不同模块（例如从问题到答案）。 

模板 

问答，证明，默认（一般文本编辑） 

插入 

数学表达式框，形状，注释 

格式 

粗体，斜体，下划线，下标，上标 

计算 

计算表达式并显示结果 

重要的快捷键 

插入数学框/M 

  

À  

Á  

À  

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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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spire CX-C CAS 中文彩屏图形计算器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TI－Nspire  CX-C CAS 中文彩屏图形计算器的结构与众不同，它是以文档形式保

存您所做的所有工作。每个文档均由一个问题或若干个问题（最多 30 个问题）组

成；每个问题可以包含一个页面或若干个页面（最多 50 个页面）；每个页面又可

以划分为一个至四个工作区域；每个工作区域均需要选择添加一个计算器提供的应

用程序（计算器、图形、几何、列表与电子表格、数据与统计、记事本、Vernier 

DataQuest），使之成为具有不同功能的工作区域。 

如果要进行代数运算，首先需要“新建文档”，其中 1.1 表示此页面为该文档

的第一个问题的第一个页面，然后选择“添加计算器”，如图 1、2。这样便可在

该页面中进行各种计算。 

     

图 1                             图 2 

如果文档的第一个问题需要增加一个页面，可以按 ~4（插入）2（页

面）键，如图 3，也可以按快捷键 /¿  键，得到页面 1.2，表示此页面为该文

档的第一个问题的第二个页面，然后选择“添加计算器”或其他应用程序即可。如

果文档需要增加一个问题，可以按 ~4（插入）1（问题）键，得到页面 2.1，

表示此页面为该文档的第二个问题的第一个页面，然后选择“添加计算器”或其他

应用程序即可。如果要删除页面或问题，可按 ~3（查看）3（页面检视器）

键，如图 4，然后利用光标键选中需要删除的页面或问题，再按 . 键即可，也可

以按快捷键 / ©  得到页面检视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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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如果需要修改计算器的设置，可以按 ~7（设置与状态）2（设置）1

（常规）键进行设置，如图 5、6、7。 

     

图 5                             图 6 

 

图 7 

这里，可以设置的项目有：显示数位；角度；指数显示形式；实数或复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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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模式；向量显示形式；进位制等。 

一、代  数 

第一章  实数 

1．有理数运算 

【例 1】将 720 分解成质因数的乘积。 

解：要进行质因数分解，可按 b2（数值）3（因式分解）键，选“因式

分解”选项，如图 1.1，然后再输入“720”，按 ·  键，可得 532 24  ，即分解结

果。 

说明：本题也可以直接输入“factor（720）”，再按 ·  键，可得同样结果。 

     

图 1.1                           图 1.2 

【例 2】求 76501 与 9718 的最大公因数。 

解：按 b 25（最大公因式）键，选“最大公因式”选项。然后再输入

“76501, 9718”，按 ·  键，可得 113，即 76501 与 9718 的最大公因数为 113，

图 1.2。 

说明：本题也可以直接输入“gcd（76501, 9718）”，再按 ·  键，可得同样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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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计算
2 2

1 1

3 4

   
   

   
的值。 

解：输入“
2 2

1 1

3 4

   
   

   
”，再按 ·  键得计算答案。如果将“计算模式”

设置为“精确”或“自动”，则答案为
5

12
。 如果“计算模式”为“近似”，“显

示数位”为“浮点”，则答案为 0.416666666667。 

说明：（1）本题可按如下方式进行输入：/Ò (1 p 3) q +(1 

p 4 ) q。这里
1

3
也可以用分数模块进行输入：/ Ô  1¤ 3。 

（2）不管“计算模式”为何种状态，如果最后按 /Þ  键，则得近似计算结

果。 

（3）我们可以将小数转换成分数，按£ 键选中 0.416666666667，再

按 ·  键，该数便可自动复制到输入行，再按 b 22（近似值转换成分

数）·  键，即可。 

2．实数运算 

【例 4】计算
15

2
e3 34   的值，精确到 0.0001。 

解：将“显示数位”和“计算模式”分别设置为“定点 4”和“近似”，如图

1.3。输入“
15

2
e3 34  ”，再按 ·  键，得精确到 0.0001 的计算结果 21.5349，

如图 1.4。 

说明：（1）如果本题中的“计算模式” 为“精确”或“自动”，那么由于本

题无法合并，因此答案仍为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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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要将本题答案保留 5 个有效数字，可以先将“显示数位”设置为

“浮点 5”，然后再计算，其结果为 21.535，如图 1.5。 

     

图 1.3                           图 1.4 

     

图 1.5                             图 1.6 

【例 5】计算 10log2lg 2 的值，精确到 0.000001。 

解：将“显示数位”设置为“定点 6”，输入“ 10log2lg 2 ”，再按 ·  键，

得精确到 0.000001 的计算结果 3.622958，如图 1.6。 

说明：可按 /Ö  键展示对数模块，也可以按 t  键找到对数模块。输入以

10 为底的常用对数时，可以跳过底数，直接输入真数，即不需要输入底数 10。 

第二章  代数式 

1．多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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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当 x =4 时，求多项式 1632 24  xxx 的值。 

解：输入“ 1632 24  xxx | x = 4”，可得答案 537，如图 2.1。 

说明：符号“|”可按 /Í 键找到。 

 

图 2.1 

【例 2】将 4)( 4  xxf 分别在有理数范围、实数范围和复数范围内分解因式。 

解：按 b3（代数）2（因式分解）键，选“因式分解”选项. 然后再

输入“x4-4”，按 ·  键，得有理数范围内的分解结果 (x2-2)( x2+2)，如图 2.1。如

果输入“ x 4 - 4 ， x ”，按  ·  键，则可得实数范围内的分解结果

   222 2  xxx ， 如 图 2 . 1 。 如 果 输 入 

“x4-4，x”，并将“factor”改为“cFactor”，按 ·  键，则可得复数范围内的

分解结果     ixixxx 2222  ，如图 2.1。 

说明：命令“factor”和“cFactor”均可以直接输入，且不需要区分大小写。

命令“cFactor”也可按 b3 C （复数）2（因式分解）键获得。也可按 

k1（catalog）C 找到 cFactor 命令，再按确认键。 

【例 3】求  
2 41 2 (1 )x x  的展开式中 4x 项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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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按  b 3 3 （ 展 开 ） 键 ， 选 “ 展 开 ” 选 项 。 然 后 再 输 入

“  
2 41 2 (1 )x x  ” ， 按  ·  

键，即可得多项式的展开结果，可以观察到展开式中 4x 项的系数为 9，如图 2.2。 

说明：本题可直接输入“expand(  
2 41 2 (1 )x x  )”。 

 

图 2.2 

2．分式 

【例 4】化简：
1

1

1

1




 xx
。 

解：按 b39（分数工具）4（公分母）键，然后输入“
1

1

1

1




 xx
”，

按 ·  键，便可得
1

2
2 x

，如图 2.3。 

【例 5】  化简： )33(
32

363
22

22

yx
yxyx

yxyx





.  

解：按 b391（真分式）键，然后输入“ )33(
32

363
22

22

yx
yxyx

yxyx





”，

按 ·  键，便可得
1

2x y
，如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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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要作分式加减运算时，可用“公分母”（comDenom）命令；要

作分式乘除运算时，可用“真分数”（propFrac）命令。这两个命令均可直接输入，

输 入 时 不 必 区 分 大 小 写 。 

（2）当计算器认为题目与答案的定义域可能不一样时，会有“结果域可能比

输入域大。”的提示，供计算者参考。例如本题题目中 x-y 不能为 0，但答案没有

这样的约束。 

     

图 2.3                              图 2.4 

3．根式 

【例 6】化简
yx

yx

yx

yx









。 

解：按 b394（公分母）键，然后输入“
yx

yx

yx

yx









”，

按 ·  键，便可得
yx

yx



 22
，如图 2.4。 

第三章  函数 

【例 1】当 x = 2、3、4 时，求函数 y = 0.25x3-x-1 的值。 

解：按 b 1（动作）1（Define）键，再输入“f(x)= 0.25x3-x-1”，定义

f(x) = 0.25x3-x-1。然后可求得 f(2)、f(3)、f(4)的值分别为-1、2.75、11，如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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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图 3.2 

说明：本题也可以分别输入“0.25x3-x-1|x=2”、“0.25x3-x-1|x=3”、

“0.25x3-x-1|x=4”求得答案，如图 3.2。 

【例 2】作函数 y = 0.25x3-x-1 的图象。 

解：按 /¿  键，增加一个页面，添加应用程序“图形”。输入解析式使

f1(x) = f(x)（也可以使 f1(x) = 0.25x3-x-1），如图 2.3，按 ·  键得图像，如图 3.4。 

     

图 3.3                           图 3.4 

说明：本题作图中使用的窗口设置是计算器默认的窗口设置，按 b 4（窗

口/缩放）1（窗口设置）键，可以看到当前的窗口设置，如图 3.5。该默认窗口

的 x、y 轴的单位长度是相等的；当
2

3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最大值

yy

xx
时，TI－Nspire 型中文图

形计算器 x、y 轴的单位长度一定是相等的。我们可以按自己的需要修改当前的窗

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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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图 3.6 

【例 3】在窗口（X 最小值为-0.5，X 最大值为 4.5，Y 最小值为-0.5，Y 最大值

为 3.5）中，作幂函数 y= x -3、y= x -1、y= x -0.5、y= x 0.3、y= x 0.6、y= x、y= x1.5、y= x4

（x>0）的图像。 

解：按 b41（窗口设置）键，将窗口设置为：X 最小值为-0.5，X 最大

值为 5.5，Y 最小值为-0.5，Y 最大值为 3.5，如图 3.6。输入解析式使 f2(x) = x{-3, -1, -

.5, .3, .6, 1, 1.5, 4}|x>0，如图 3.7。按 ·  键得图像，如图 3.8。 

说明：（1）本题的 8 个函数均为幂函数，仅指数不同，因此使用了数组{-3, -1, 

-.5, .3, .6, 1, 1.5, 4}作为指数。数组必须用大括号表示，大括号只能在数组中使用。 

（2）在窗口设置时，x 比例尺为 1 的意义是：在 x 轴上 1、2、3、4、„处均

会有标记，如果 x 比例尺为 2，那么在 x 轴上 2、4、6、8、„处会有标记，而 1、

3、5、„处则没有标记。y 比例尺的意义与 x 比例尺的意义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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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图 3.8 

【例 4】作指数函数 y=ax 的图象。 

解：按 /¿  键，增加一个页面，添加应用程序“图形”。按 b 1

（动作）A（插入游标）·  键，将参数改为 a，选中游标框，并按 /« 1

（设置）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参数范围改为 0 ~ 3；将窗口设置为：X 最小值

为-15，X 最大值为 15，Y 最小值为-4，Y 最大值为 16；输入解析式：f1(x)=a^x，

按 ·  键得图像，拖动游标，可以改变 a 的取值，从而改变图像的形状，如图

3.10 ~ 图 3.12。 

     

图 3.9                           图 3.10 

     

图 3.11                           图 3.12 

【例 5】作对数函数 y=log b x 的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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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按 /¿  键，增加一个页面，添加应用程序“图形”。按 

b1A·  键，将参数改为 b，并将参数范围改为 0.05 ~ 10；将窗口设置为：

X 最小值为-1，X 最大值为 9，Y 最小值为-3.333，Y 最大值为 3.333；输入解析式：

f2(x)=log b x，按 ·  键得图像，拖动游标，可以改变 b 的取值，从而改变图像的

形状，如图 3.13 ~ 图 3.15。 

     

图 3.13                           图 3.14 

 

图 3.15 

【例 6】设 g(x)=x2-3x-2，作 y=g(x+5)，y=g(|x|)的图象。 

解：按 /¿  键，增加一个页面，添加应用程序“计算器”。按 

b11 键，定义 g(x)=x2-3x-2，如图 3.16。然后再按 /¿  键，增加一个

页面，添加应用程序“图形”。按 b 45（缩放-标准）键将窗口设置为默认

窗口：X 最小值为-10，X 最大值为 10，Y 最小值为-6.6666666667，Y 最大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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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6666667；输入解析式：f3(x)= g(x)，f4(x)= g(x+5)，f5(x)= g(|x|)，按 ·  键得

图像，如图 3.17。 

     

图 3.16                           图 3.17 

【例 7】作分段函数
2

, 5 0,
( )

, 0 2

x x
f x

x x

   
 

 
的图象。 

解：按 /¿  键，增加一个页面，添加应用程序“图形”。在上例的窗口

下，输入解析式使 f6(x) =
2

, 5 0,

, 0 2,

x x

x x

   


 
如图 3.18，按 ·  键，得图像，如图

3.19。 

说明：输入分段函数解析式时，可以按 t 键（第 1 行第 7 个），找到分段函

数模块。 

     

图 3.18                           图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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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8】求函数
2

y x
x

  （x>0）的最小值。 

解：按 /¿  键，增加一个页面，添加应用程序“图形”。将窗口设置为：

X 最小值为-5，X 最大值为 15，Y 最小值为-3.6666666666667，Y 最大值为

9.6666666666667；输入解析式：f7(x)=
x

x
2

 |x>0，按 ·  键，得图像，如图 3.20。

按 b 6（图像分析）2（最小值）键，如图 3.21，确定包含最小值点的区间

下界和上界（如图 3.22），得到最小值点，即当 x=1.41421 时，ymin=2.82843，如

图 3.23。 

     

图 3.20                           图 3.21 

     

图 3.22                           图 3.23 

【例 9】用图象法解方程： 03)lg(4  xx 。 



23 
 

解：按 /¿  键，增加一个页面，添加应用程序“图形”。作出函数 f8(x) 

= 4lg(x)和 f9(x) = 3-x 的图像，如图 3.24。按 b6（图像分析）4（交点）键，

再确定上、下界，按 ·  键，得到交点坐标为（1.89216，1.10784），如图 3.25。

故原方程的解为 x=1.89216。 

     

图 2.24                           图 3.25 

【例 10】取一张 60cm 长、40cm 宽的长方形硬纸板，在其四个角上各剪去一

块 xx 的正方形，折成一个无盖的盒子，问 x 取何值时，该盒子的体积达到最大？ 

解：按 /¿  键，增加一个页面，添加应用程序“图形”。建立体积 y 与

x 的关系 xxxy )240)(260(  ；设置窗口为：X 最小值为-1，X 最大值为 21，Y 最

小值为-100，Y 最大值为 9000，如图 3.26；作出函数 f10(x) xxx )240)(260(  图

像，如图 3.27；按 b 63（最大值）键，确定上、下界，按 ·  键，得到最

大值 8450.45，如图 3.28；因此，当剪去的小正方形边长为 7.85 时，盒子的体积达

到最大，最大值为 845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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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图 3.27                            图 3.28 

 

第四章  方程与不等式 

1．方程 

【例 1】解方程： 02  cbxax 。 

解：按 b31 （求解）键，然后输入“ 02  cbxax , x”，按 ·  键，

便可得原方程的两个根，如图 4.1。 

说明：“求解”（solve）命令可以直接输入。求解方程时，最后必须输入逗

号与未知数。本题中如果输入的未知数是 a 或 b 或 c 时，原方程就成了关于 a 或 b

或 c 的一次方程，求得的方程的解就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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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例 2】求方程 532  xx 的近似正根。 

解一：按 b 31 键，然后输入“ 532  xx , x) | x > 0”，然后再按 

/Þ  键，可得方程 532  xx 的近似正根为 x = 4.19258240357，如图 4.1。 

解二：按 /¿  键，增加一个页面，添加应用程序“图形”。画 y = x2 - 

3x- 5 的图象，求出正的零点，如图 4.2。 

 

图 4.2 

【例 3】解对数方程：   2)3(loglog 9

2

3  xx 。 

解：返回页面 1.1。按 b 31 键，然后输入“   2)3(loglog 9

2

3  xx , x”，

便可得原对数方程的解
9

3
x 或 x = 3，如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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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说明：我们也可以用求函数零点的方法求得方程的解。按 b 34（零点）

键，然后输入“   2)3(loglog 9
2

3  xx , x”，便可得








3
9

3
， ，如图 4.3。 

2．方程组 

【例 4】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
，

0432
52

yx
yx

 

解：按 b37（求解方程组）2（求解线性方程组）键，确定方程数和

变量，如图 4.4，然后输入两个方程，按 ·  键，便可求得原方程组的解







，
，

2
1

y
x

如图 4.5。 

     

图 4.4                           图 4.5 

【例 5】解方程组：








。
，

054

053
2

22

yx

yyx  

解：按 b371（求解方程组）键，然后输入两个方程，按 ·  键，便

可得原方程组的四组解








，
，

0

5

1

1
y

x









，
，

1

1

2

2
y

x









，
，

1

1

3

3
y

x









，
，

0

5

4

4
y

x 如图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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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3．不等式 

【例 6】解不等式： 0742  xx 。 

解：按 b31 键，然后输入“ 0742  xx ，x”，按 ·  键，便可得

不等式的解，如图 4.7。 

说明：解不等式与解方程一样用 solve 命令，原来输入方程的地方改为输入不

等式即可。 

     

图 4.7                             图 4.8 

4．不等式组 

【例 7】解不等式组：













。
，
，

456

52

234

x

x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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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按 b31 键，然后输入不等式组“













456

52

234

x

xx

xx

，x” 按 ·  键，

便可得不等式组的解
2

15

3

5
 x ，如图 4.8。 

说明：不等式组的输入可先按 t 键，找到方程（不等式）组模块（第 1 行第

9 或第 10 个），然后再输入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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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三角 

1．三角函数 

【例 1】将 100换算成弧度。 

解：输入“100►Rad”， 按 ·  键，可得
9

5
弧度，如图 5.1。 

说明：按 /Ð  键可以找到度的记号“”。按 k1R 键在 catalog 中可

以找到转化为弧度的命令“►Rad”。 

 

图 5.1 

【例 2】将 2.3 弧度换算成角度。 

解：输入“2.3r►DMS”， 按 ·  键，可得 1314649.054368324，如图 5.1。 

说明：按 /Ð  键可以找到弧度的记号“r”。按 k1D 键在 catalog 中可以

找到转化为度分秒的命令“►DMS”。 

【例 3】计算 sin303650。 

解：按 µ  键，选 sin，再输入“303650”， 按 / Þ  键，可得

0.509250050548，如图 5.1。 

说明：（1）按 t 键可以找到度分秒模块（第 2 行第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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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 sin303650是无理数，因此当“计算模式”为“精确”或“自动”

时，计算器无法计算其精确值，所以最后必须按 / Þ  键进行计算。当“计算模

式”为“近似”时，可以按 ·  键，也可以按 / Þ  键进行计算。 

【例 4】用“展开”（tExpand）命令化简 )cos()cos( yxyx  。 

解：按 b3B（三角）1（展开）键，然后输入“ )cos()cos( yxyx  ”，

可得 yx 22 sincos  ，如图 5.2。 

说明：三角的“展开”（tExpand）命令可以展开和角、倍角的三角函数，但

执行该命令后的结果将是以一倍角的正弦、余弦显示的，因此 tExpand(tan(x+y)) 的

运算结果并非
yx

yx

tantan1

tantan




，而是

yxyx

yxyx

sinsincoscos

cossinsincos




，如图 5.2。三角式的化

简应在弧度状态下进行。 

     

图 5.2                             图 5.3 

【例 5】用“积化和差”（tCollect）命令化简 )cos()cos( yxyx  。 

解：按 b3B（三角）2（积化和差）键，然后输入

“ )cos()cos( yxyx  ”，可得
2

2cos2cos yx 
，如图 5.3。 

说明：三角的“积化和差”（tCollect）命令可以将三角函数的乘积的形式转

化为和差的形式，执行该命令后的结果未必是一倍角的正弦、余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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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作三角函数 xy sin ， 









3
sin


xy ， 










3
sin


xy 的图像。 

解：按 /¿  键，增加一个页面，添加应用程序“图形”。将窗口设置为

默认窗口；输入解析式：f1(x)=sin(x)，f2(x)= 









3
sin


x ，f3(x) 










3
sin


x ，

按· 键得图像，如图 5.4。 

说明：作三角函数的图像时，要注意将角度设置为弧度制。 

     

图 5.4                            图 5.5 

2．反三角函数 

【例 7】化简 








6

5
sinarcsin


。 

解：返回页面 1.1。输入“ 
















6

5
sinsin 1 

”，按 ·  键，得
6


，如图 5.5。 

【例 8】观察 y=arccos x 的图像与 y= cos x（0<x<π）的图像的关系。 

解：返回页面 1.2。窗口设置同上例。输入解析式：f1(x)=cos-1(x)，f2(x)=cos(x)| 

0<x<π, f3(x)=x，按 ·  键，得图像，如图 5.6。可以发现 y=arccos x 的图像与 y= 

cos x（0<x<π）的图像关于直线 y=x 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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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3．三角方程 

【例 9】求方程 05
3

2cos3 










x ， ]20[ ，x 的解（精确到 0.01）。 

解一：按 /¿  键，增加一个页面，添加应用程序“图形”。窗口设置同

上例。输入解析式：f1(x)= 5
3

2cos3 










x ，按 ·  键，得图像，如图 5.7。反

复按 b61（零点）键，确定上、下界，按 ·  键，可得到函数零点 0.68、

1.41、3.82、4.55，故方程的解为 x1=0.68，x2=1.41，x3=3.82，x4=4.55。 

     

图 5.7                            图 5.8 

解二：返回页面 1.1。将“显示数位” 和“计算模式”分别设置为“定点 2”

和“近似”。按 b31 键，输入“ 05
3

2cos3 










x ，x）| 0 ≤x ≤2π”，

再按 ·  键，得 x1=0.68，x2=1.41，x3=3.82，x4=4.55，如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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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数列 

1．求数列的项 

【例 1】已知数列{ na }，a1=1，an=3an-1+2，求 a2、a3、a4、a5、a6。 

解：按 1· 2+3/Ý · · · · ·  键，得 a2=5，a3=17，

a4=53，a5=161，a6=485，如图 6.1。 

说明：本题用的是迭代的方法。ans 即前一次运算的结果，第 2 次按 ·  键

前，ans 为 1，所以 2+3ans 等于 5，此时 ans 变为 5，于是第 3 次按 ·  键，

2+3ans 等于 17，依此类推。 

     

图 6.1                            图 6.2 

【例 2】已知数列{ na }， na =3n+2，nN，求该数列的前 10 项。 

解一：按 b6（统计）4（数组运算）5（数列）键，输入“3n+2，n，1，

10”，可得该数列的前 10 项，如图 6.2。 

解二：按 /¿  键，增加一个页面，添加应用程序“图形”。将窗口设置

为：X 最小值为-5，X 最大值为 15，Y 最小值为-5，Y 最大值为 40；按 b 3

（图形类型）5（序列）1（序列）键，将图形类型设置为“序列” （如图

6.3）；输入表达式：u1(n)=3n+2，按 ·  键，得数列的图像。再按 b5（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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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1（图形跟踪）键，移动左右键，可得该数列的前 10 项，图 6.4 显示的是 a8

的值 26。 

     

图 6.3                              图 6.4 

说明：（1）解一使用“序列”（seq）命令生成了一个数组，其元素即数列

的前 10 项。 

（2）对于用递推式表示的数列，也可以通过作出“序列”图像，求得该数列

的前几项，例如对于例 1，可以输入表达式：u1(n)=3u1(n-1)+2，初始项=1。 

2．求数列的和 

【例 3】已知数列{ na }， na =2n-1，nN，求该数列的前 64 项的和。 

解：按 b6（统计）3（数组计算）5（各元素的和）b645 键，

输入“2n-1，n，1，64”，得该数列前 64 项的和为 18446744073709551615，如图 6.5。 

说明：本题在上一题的基础上又使用了求数组中各元素的和（sum）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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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例 4】已知数列{ na }， na = n
4
，nN，求该数列的前 n 项的和。 

解：按 b 4（微积分）5（求和）键，输入 i、1、n、i4，按 ·  键，得

该数列的前 n 项的和，如图 6.5。 

说明：由于所求的数列的和需要用 n 表示，因此需要使用求和命令（Σ）。

按 t 键也可以找到求和模块（第 2 行第 7 个）。用求和的命令也可以计算数字的

求和问题。 

第七章  复数 

   1．复数 

【例 1】求复数 )i31)(i21(  的模与辐角。 

解：按 b2（数值）9（复数工具）5（模）键，输入

“ )i31)(i21(  ”，按 ·  键，得模为 25 ，如图 7.1。按 b294（极角）

键，输入“ )i31)(i21(  ”，按 ·  键，得
4

3
，如图 7.1。 

说明：复数的模也可以按  键找到（第 2 行第 1 个）。按  键可以找到

复数 i，特别注意复数 i 不能用字母 i 代替。按 b293（虚部）键，输入

“ )i31)(i21(  ”，按 ·  键，可得该复数的虚部为 5。按 b292（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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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输入“ )i31)(i21(  ”，按 ·  键，可得该复数的实部为-5。按 

b291（共轭复数）键，输入“ )i31)(i21(  ”，按 ·  键，可得该复数

的共轭复数为-5-5i，如图 7.1。 

 

图 7.1 

2．求复数的值 

【例 2】计算复数

3

i1

i31












的值。 

解：输入“

3

i1

i31












”，按 ·  键，可得计算结果 11-2i，如图 7.2。 

【例 3】已知复数 z=1+i，求复数
1

633





z

zz
的模（保留 6 个有效数字）。 

解：输入“
1

633





z

zz
| z=1+i”，按 ·  键，可得复数

1

633





z

zz
的模为

5

10
，

如图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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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3．复数的应用 

【例 4】在复数范围内解方程   0i22i2i1 23  xxx 。 

解：按 b3C（复数）1（求解）键，输入“x3－(1－i )x2－2ix +2+2i，

x”，按 ·  键，可得在复数范围内原方程的三个复数根为 x1=1+i、x2=1-i、x3=-

1-i，如图 7.2。 

说明：在复数范围内解方程，“求解”命令必须为“cSolve”。 

第八章 向量、矩阵、行列式 

1.向量 

【例 1】已知  21，a


,  1,2b


，求（1）2 3a b ；（2）计算向量 a 的单位

向量；(3)计算 a b 。 

解：（1）按 A / Ï  键，计算器屏幕显示“a:=”，再按 t 键，找到二维

向量模块（第 2 行第 4 个），然后输入“1、2”，按 ·  键，定义向量 a

，用相

同的方法定义向量b

，按 2A+3B·  键，可得2 3a b =（-4，7），如图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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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 b7（矩阵与向量）C（向量）1（单位向量）A ·  键，可

得向量 a 的单位向量














5

52

5

5
， ,如图 8.1。 

（3）按 b 7C3（点积）A ,B·  键，可得a b = 0，如图 8.1。 

     

图 8.1 

说明：（1）在定义 a

时，也可以将它当作一个 1行 2列的矩阵来处理，按 

b71（创建）1（矩阵）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行、列数分别设为 1、2，

如图 8.2，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再输入“1、2”； 

若要输入一个三维的向量，则可将它当作一个 1行 3列的矩阵来处理； 

在定义 a

时，还可以直接输入向量，按 /Û  1,2¢/ Ë  A·  键，

如图 8.3。 

（2）在本题的计算中，由于有三个小题，要进行三次计算，因此可以先定义

向量；若只进行一次向量的计算，则可直接输入向量进行计算； 

向量必须用中括号表示，直接输入时各分量之间必须按“逗号” 键连接，但

显示时并不显示逗号；用模块输入向量时，不需要按“逗号”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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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图 8.3 

2.矩阵 

例 2  已知 





 


75
13

A ，
2 1 4

1 0 2
B

 
  

 
，求 AB 。 

解：按 A/Ï  键，计算器屏幕显示“a:=”，再按 t 键，找到矩阵模块

（第 2 行第 6 个），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行、列数分别设为 2、2，然后输入“3、

-1、5、7”，按 ·  键，定义矩阵 A。类似地按 B/Ï  键，计算器屏幕显示

“b:=”，再按 t 键，找到矩阵模块，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将行、列数分别设为 2、

3，然后输入“2、1、4、1、0、-2”，按 ·  键，定义矩阵 B，如图 8.4，按 

ArB 键，得计算结果
5 3 14

17 5 6

 
 
 

，如图 8.4。 

 

图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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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矩阵 






 2
4

0
1

1
2 也可以按如下方法输入：[[2，1，4][1，0，-2]]。 

（2）矩阵必须用中括号表示，中括号只能在矩阵（向量）中使用。 

3.行列式 

例 3  计算行列式

1 0 3

2 1 0

0 0 1

的值。 

解：对于行列式的计算只要在行列式所对应的矩阵前输入“det(”即可。 

按 b73（行列式）键，然后输入“[[1，0，3][2，1，0][0，0，1]]”，再

按 ·  键，得行列式

1 0 3

2 1 0

0 0 1

的值为 1，如图 8.5。 

 

图 8.5 

计算器在矩阵运算上有很强的功能，考虑到中学涉及的内容较少，故只作简单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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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微积分初步 

   我们可以通过按 ~ 4（插入）1（问题）键，增加新的问题，并将“微

积分初步”中所涉及的例题放在第五个问题中。 

第一章  极限 

【例 1】求极限 
x

xcos1
lim

0x





。 

解：按 b4（微积分）4（极限）键，输入 x、0、
 

x

xcos1
，得 0，即

x

xcos1
lim

0x





= 0，如图 1.1。 

说明：本题还可以按模块键 t 选择极限符号。本计算器还可以求左、右极限，

例如，按图 1.1 所示输入，可求得
 

0

sin
lim 1

| |x

x

x

 
  

 
，

 
0

sin
lim 1

| |x

x

x

 
 

 
。 

 

图 1.1 

第二章  导数 

【例 1】求 54)( 3  xxxf 的导函数 )(xf  以及 )1(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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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按 b 11（Define）键，再输入“ 54)( 3  xxxf ，定义

54)( 3  xxxf 。按 b41（导数）键，然后输入 x、 )(xf ，可得导函数

)(xf  = 43 2 x ，如图 2.1；在上式基础上再输入“| x= -1”，得 )1(f = -1，如图

2.1。 

说明：本计算器还可以求高阶导函数，可以按模块键 t 找到相应的求导模

块。 

 

     

图 2.1                            图 2.2 

【例 2】求经过曲线 54)( 3  xxxf 上的点（-1，-2）的切线方程。 

解：按 b49（切线）键，输入“ )(xf ，x，-1”，得-x-3，即经过曲线

54)( 3  xxxf 上的点（-1，-2）的切线方程为 y = -x-3，如图 2.1。 

说明：为了验证经过点（-1，-2）的切线方程为 y = -x-3，我们可以按 

~5（页面布局）2（选择布局）2（布局 2）键，将屏幕分为左右两部分。

按 /e 键可以左右屏幕切换。在右半屏幕中添加应用程序“图形”，然后可

以作出函数 y = )(xf 和 y = -x-3 的图像，如图 2.2。 

第三章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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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求 x
x

d
3

3

1

2

 的值。 

解一：按 b43（积分）键，输入 1、3、
3

2x
、x，得

9

26
，即 x

x
d

3

3

1

2

 =

9

26
，如图 3.1。 

说明：本题也可以按模块键 t 找到定积分的符号。 

 

图 3.1 

解二：按 /¿  键，增加一个页面，添加应用程序“图形”。按 

~722（图形与几何）键，将“显示数位”设置成“定点 4”。将窗口设置

为：X 最小值为-3，X 最大值为 6，Y 最小值为-1，Y 最大值为 5；输入解析式：

f2(x)= 
3

2x
| 0≤x。按 ·  键，可得到函数的图像。按 b6（图像分析）6

（积分）键，选择下界 1，上界 3，可得定积分值为 2.8889，即
9

26
，如图 3.2。 



44 
 

     

图 3.2                               图 3.3 

【例 2】求   xxx d)127( 23 。 

解：按 b4（微积分）3（积分）键，输入 127 23  xx 、x，得被积函数

的一个原函数 x
xx

12
3

7

4

34

 ，如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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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析几何 

第一章 直线与圆 

   例 1  设点 (1, 3)A  , (5,2)B .直线 l 过点 ( 2, 1)P   ,且与线段 AB 相交.求斜率k 的取值

范围. 

解 通过几何作图可以从图形上直观斜率的取值范围,同时也可帮助形成用纸笔

解题的方法策略.具体的作图步骤如下: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图形”图标按· 添加“图形”页面. 

按 b7(图 1.1)5 ,(1· v3· (5· 2· 作线段 AB (图 1.2),按

b71(v2· v1· 作点 P (图 1.3). 

   

               图 1.1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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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图 1.4 

按 b72 将光标移至线段 AB 使线段变粗按· · (图 1.4)在线段上作一

个动点. 

按 b74· 选中线段上刚作的动点按· ,将光标移至点 P 处选中它(点变

大)按· (图 1.5)作一条过点 P 且与线段 AB 相交的直线(图 1.5). 

     

               图 1.5                          图 1.6 

     按 b8(图 1.6)3,将光标移至直线处选中直线按· ,测出斜率的值,将其拖至

适当的位置按· (图 1.7),按 d 结束测量. 

 

       

                图 1.7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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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光标移至线段上的动点处,使光标变成手状,按/x 拖动动点观察斜率的变化

情况. 

   从图上可以观察到,对于本题的斜率变化是从 PA的斜率开始逐渐增大,当动点

移动到点 B 时,斜率最大.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计算器图标按· 添加图形页面.计算直线PA ,PB的

斜率(图 1.8),通过计算得斜率的范围是
2 3

[ , ]
3 7

 . 

   说明 这里用的是另一种添加页面的方法,您也可以沿用前面/¿ 的方法来添

加页面. 

    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还可以拖动点段的端点让学生观察含有斜率不存在的

情形,帮助学生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思考. 

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也可充分利用计算器的优势，在计算器中作正切函数的

图像，帮助学生理解斜率与倾斜角之间的关系。加深学生对于问题的认识. 

另外,利用计算器代数系统可以直接通过解方程组及不等式组求得斜率的范围,

具体操作步骤如图 1.9,图 1.10所示. 

  

              图 1.9                       图 1.10 

 



48 
 

 

例 2  已知点O为坐标原点，圆O的半径为 4，点M 是圆O上的一个动点，点

A ( ,0)a 为 x 轴上的一点， AM 的垂直平分线交直线OM 于P ，求点P 的轨迹. 

解 通过几何作图,追踪动点的轨迹,可研究 P 的轨迹.拖动点 A ( ,0)a 可以观察到

当点 A的位置发生变化时,得到的轨迹也随之发生变化.具体作图步骤如下: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图形”图标,按· 添加“图形”页面. 

按 b9(图 2.1)1 (0· 0· 4· 作圆心在坐标原点,半径为 4的圆.     

按 b7(图 2.2)2 选择对象点工具,选中圆按· · 作动点M ,将光标移至

横轴上,并选中它按· · 作点 A ,为这两个点作标识(选中点按/b2(图 2.3)

键入相应的字母按· ,大小写字母可由/Ê 切换)(图 2.4). 

  

             

             图 2.1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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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                           图 2.4 

     

    按 b7(图 2.5)5 选中点 A按· ,选中点M 按· 作线段 AM ;按 b74

选中坐标原点按· ,选中点M 按· 作直线OM (图 2.6); 

  

           图 2.5                            图 2.6 

 

按 bA（图 2.7）3 选中线段 AM 按· 作线段 AM 的垂直平分线（图

2.8）. 

按 b7（图 2.9）3 选中OM 按· ，选中线段 AM 的垂直平分线再按· ,

作OM 与线段 AM 的垂直平分线的交点,将交点标记为 P (选中点按/b2,输入

字母 P )(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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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7                           图 2.8 

  

             

             图 2.9                           图 2.10 

按 bA(图 2.11)6 选择轨迹工具,选中点 P 按· ,将光标移至点M 处选中

点M 按· 作轨迹图形(图 2.12).将光标移至点 A处,按/x 拖动点 A ,可以发现

点 P 的轨迹随点 A的位置不同而不同,当点位于园内,而不在原点时,轨迹为椭圆;当

点 A位于原点时,轨迹为圆(图 2.13);当点 A在圆外时,轨迹为双曲线(图 2.14). 

  

            图 2.11                           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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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3                           图 2.14 

     

    说明 通过作图也可以发现,可以利用线段垂直平分线的性质和椭圆、双曲线的定

义来求轨迹方程会使解题过程比较方便. 

例 3 已知点 (4,3)B ,及以点 ( 1,0)C  为圆心 2 为半径的圆C ,点 A在圆C 上,点P

为线段 AB的中点. 当点 A在圆C 上运动时,作点 P 的轨迹，并求轨迹方程. 

解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图形”图标按· 添加“图形”页面. 

        

                 图 3.1                          图 3.2 

   按前面例题给出的方法作点 B 及圆C ,并对相应的点作标记(图 3.1). 

   按 bA(图 3.2)5 选择作中点工具,选中线段 AB 按· ,作线段 AB 的中点P

(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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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bA6 选择作轨迹工具,选中点 P 按· ,将光标移至点 A处,选中点 A

按· 作轨迹图形(图 3.4). 

    

      

                 图 3.3                            图 3.4 

    通过几何作图可发现点 P 的轨迹是一个圆,观察图形可以猜想轨迹圆的圆心是BC

的中点,半径为 1.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作图来验证猜想.过点P 作 AC 的平行线,并作其与线段BC

的交点,以此为圆心以此点和点 P 的连线段为半径作圆,从图形上来看轨迹圆和它是

重合的.为了得到圆的方程可选中所作的圆按/b(图 3.5)7,计算器给出圆的方

程为: 2 2( 1.5) ( 1.5) 1x y    (图 3.6). 

    说明 由轨迹得到的圆不能通过计算器自动求得方程,只有通过几何作图绘制的圆

才能由计算器给出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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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5                            图 3.6 

   TI-nspire CX CAS 计算器带有计算机代数系统,我们也可以通过解析的方法来进行方

程求解.具体可按图 3.7,图 3.8 所示的内容将算式输入计算器计算. 

    图 3.7 第一行为注释,按 b16 在注释号后面直接输入需注解内容. 

     

                  图 3.7                          图 3.8 

    

   例 4 已知点M 与两个定点 (0,0)O ， (3,0)A 的距离的比为1: 2，求点M 的轨迹方

程. 

解 为了求作动点的轨迹，这里作以 (0,0)O ， (3,0)A 为圆心的两个动圆，而这

两个动圆的半径是由一个“滑竿”来控制，并保持半径按1: 2的比例变化，而这两

个圆的交点就是要求得轨迹点，所谓“滑竿”就是在一条射线上作一个动点，通过

拖动“滑竿”上的动点，就能改变两个圆的半径大小。这里通过几何作图我们可以

发现轨迹的形状，帮助猜想结论或验证结论。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图形”图标按· 添加“图形”页面. 

按 b7(图 4.1)6 将光标移到射线的起点位置按· ，移动光标后按· 作

射线将射线的端点标记为U .在 x 轴上作点 A ( b71(3· 0· ),并将它标

记 A . 



54 
 

在射线上作一个动点(b72),以这点为圆心,以射线起点为圆周上的点作圆,

并作圆和射线的交点,隐藏圆(b13),将圆心与交点分别标记为V 和W (图 4.2). 

  

             图 4.1                          图 4.2 

按 bA(图 4.3)7 选择圆规作圆,选中点U 按· 、选中点V 按· 、选中

点O再按· 作以点O为圆心，以UV 为半径的圆,用同样的方法,作以点 A为圆心,

以UW 为半径的圆,作圆O与圆 A的交点(b73,若两圆没有交点可拖动点U 使

它们有交点),作交点运动的轨迹(bA6 选中一个交点按· ,选中点V 按· 作

一半轨迹,选中另一个交点按· ,选中点V 按· 作出另一半轨迹(图 4.4) 

 

  

           图 4.3                             图 4.4 

选中作图时的“辅助圆”按/b(图 4.5)4 隐藏“辅助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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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6中可以发现轨迹是以点 ( 1,0) 为圆心 2为半径的圆. 

  

             图 4.5                         图 4.6 

                   

说明 对于 TI-nspire CX CAS 计算器,可按图 4.7 及图 4.8 输入算式,求得轨迹方程.  

  

              图 4.7                           图 4.8 

   在轨迹作图时,方法是多样的,我们也可以用如下的方法作图: 

在 x轴上作一个动点,以点O为圆心,以动点为圆周上的点作圆,并测量出该圆的

半径,按 b16 选择文本,在文本框中输入 2r ,按 b1(图 1.9)8 计算,现将光

标移至文本框处,待出现提示语言后将光标移至测得的圆的半径处,将此测量值作为

r 进行计算,然后将计算值作为半径,以点 (3,0)为圆心作圆,最后作两圆的交点,并以

此点为轨迹点作轨迹(图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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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9                            图 4.10 

第二章 极坐标与参数方程 

    例 1 在极坐标下作 4cos( )
a


   的图像,研究方程所表示的曲线的图形. 

解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图形”图标按· 添加“图形”页面. 

将光标移至屏幕下方函数式输入栏处, 按/b2(图 1.1)3,选择极坐标模式,

按 4µ ¢· ¹ ¤ · -¹ pA· 输入表达式(图 1.2). 

 

            图 1.1                         图 1.2 

按 b1(图 1.3)A 将游标框移至如图 1.4所示的位置按· ,按

A· ,/b· (图 1.3)将最小值设为 1,最大值设为 10,步长 1(¢¤ 1·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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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图 1.4 

 

              图 1.3                          图 1.4 

说明 拖动游标可改变 a的值,你可发现方程的曲线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用极坐标作图时应注意输入行中 的范围及 step 的大小,不同的设置对于相

同的表达式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同,要注意步长及范围的设置. 

     

例 2 作参数方程
2 cos

cos 2

x

y





 



( 为参数)所表示的曲线. 

解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图形”图标按· 添加“图形”页面. 

将光标移至屏幕下方函数式输入栏处, 按/b22 输入参数方程式(图 2.1)

按· ,得参数方程的图像(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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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                               图 2.2 

说明 在参数方程的作图中,参数只能用 t 计算器默认的 t 的范围是[0,6.28]  

若参数的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可结合窗口的大小对参数范围作适当的调整. 

    在参数方程中,参数只能用 t ,不能用其它变量,同样极坐标作图时,变量只能用 .用

错变量则作不出图像. 

计算器可在同一个界面上作不同形式的图像.如图 2.3 就是将前面两个图像绘

制在同了一个界面上. 

                     

                                  图 2.3 

三、概率与统计 

第一章 排列组合 

     例 1 计算 2 2

5 55! C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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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计算器”图标按· 添加“计算器”页面. 

按 5b5(图 1.1)1+b535,2)+525,2)· 输入表达式并计算结

果. 

    若使用 CAS 功能，在排列数和组合数的计算中，还可以输入字母进行字母运算，

如将算式改为 2 25! n nC P  ，同样可以计算结果（图 1.2）. 

 

  

              图 1.1                        图 1.2 

阶乘符号也可以通过按 º ¢· 得到,如要计算5!可直接按 5 º ¢· ,对于排列

数和组合数可以直接用键盘输入，如 2

5P 可直接按 NPR(5, 2)· ，而 2

5C 则

按 NCR(5, 2)· . 

 

 

 

例 2 研究 ( )na b 的展开式中二项系数最大的是哪一项. 

解 为解决这问题,这里试图通过直观来进行观察归纳,形成结论.为了方便进

行归纳这里引入一个变量 n用以控制指数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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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计算器”图标按· 添加“计算器”页面. 

按~51¡¡¡¡· 将屏幕分成左右两边（其中¡用来调节左右屏幕的大小比

例）.按 b11N=5· 将 5赋值给变量 n . 

将光标移到屏幕右侧,按· 选中它.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列表与电子表

格”图标,按· 添加“列表与电子表格”页面(图 2.1). 

在电子表格的第一列及第二列的天栏中分别输入变量名 s 和 t . 

在第一列上方公式栏中输入公式，按=SEQ(A,A0,N),在表格中生成

一个从 0开始到 n结束的自然数列.这时界面上会弹出一格对话框,请选择“变量引

用”（图 2.2） 

在第二列的上方公式栏中输入公式，按=kN 找到nCr(按· N,S· ，对

话框里同样要选择变量引用(图 2.3) 

 

  

             图 2.1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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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                             图 2.4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图形”图标按· 添加“图形”页面. 

按/b2(图 2.4)4 选择散点图,在公式中分别输入 s 和 t 按· 确定. 

适当调整窗口就能见到图像(图 2.5),从图中可以发现当 5n  时,图像上的六个

点分别对应着六个二项式系数的大小,这里当 2,3n  时对应的二项系数最大,我们

可将页面翻回到 1.1将 8赋值给 n ,回到页面 1.2中适当调整窗口可发现,图像变成

了 9个点,可以发现第 5项的二项式系数最大(图 2.7). 

一般地,可以通过代数系统解不等式研究(图 2.8). 

通过这里的研究可以发现: 

当 n为偶数时,第
1

[ ] 1
2

n 
 项的二项式系数最大. 

当 n为奇数时,第
1

2

n 
和

3

2

n 
项的二项式系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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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5                             图 2.6 

 

  

              图 2.7                           图 2.8 

说明 图 2.8中的计算若 8l  得到的是
9

2
k  ,由于 k 是自然数,所以 k 取 4,由

于 k 的取值是从 0开始,所以对应的因该是第 5 项. 

 

 

 

第二章 概率统计 

例 1 有位射击运动员在一次射击测试中射靶十次，每次命中的环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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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8，7，6，8，6，7，7 

试计算平均数、标准差等统计量，并作频率分布直方图。 

解 我们可以直接将统计数据输入计算器的“列表与电子表格”中,利用这些数

据直接计算相关的统计量,在“列表与电子表格”及“数据与统计”模块中完成作

图.具体步骤如下: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列表与电子表格”图标,按· 添加“列表与电子表

格”页面. 

在表格的 A列中依次输入数据 9，5，7，8，7，6，8，6，7，7(将光标移至 A

列的第一个单元格开始输入数据,每输入完一个数据,按一次· )(图 1.1).按

b41(图 1.2) 1 选择单变量统计工具,弹出对话框等待输入需要计算数据的组

数,(这里只有一组数据需要计算可以直接按 e 将光标下移(图 1.3)按· (图

1.4).将光标移至“确定”处,按· 即可显示计算结果(图 1.5).按¤ 键可使屏幕内

容向上移动,显示所有的计算结果(图 1.6) 

  

             图 1.1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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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图 1.4 

 

  

        图 1.5                            图 1.6 

经计算平均数为 7,标准差为 1.09545。将滚动条上下拉动可得到更多的统计量. 

下面作频率分布直方图。 

为了作直方图，需要给输入的数据定义一个变量，在数据所在列的最上方空格

中按 M · 定义变量m .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数据与统计”图标按· 添加“数据与统计”页面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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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                            1.8 

将光标移至屏幕下方中央按·  （图 1.8 ）（选择变量，这里只有一个变量所

以直接按· ，如有多个变量时，在弹出菜单中选中所需要的变量按· ）,按 

b1(图 1.9)3，选择柱状图,按 b2212 将纵坐标的刻度设为百分比(图

1.10). 

      

                 图 1.9                            图 1.10 

说明 有时数据可能在若干列中,这时同样也能计算相应的统计量,只要在前面

图 1.3中将列数改为数据的列数,确定后计算器会自动弹出对话框要你输入数据的

列名(或变量名).计算数据中若有频数,则在图 1.4所显示的对话框的频率列表中添

加对应的数组名. 

图 1.10中的纵坐标设置为百分比,这时得到的是频率直方图,不然是频数直方

图. 



66 
 

将光标移至直方图中块的左右边界时,光标变成双箭头状,此时可拖动块并改变

组距. 

 

例 2 已知某种零件的测量误差 z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求当 (0.3,0.4)z 范围的概

率. 

解 本题可直接通过计算器中正态分布密度函数来求解.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计算器”页面按· 添加“计算器”页面. 

直接用键盘输入命令 NORMCDF(0^3,0^4,01· 直接求得计

算结果 0.03751(图 2.1). 

  

                图 2.1                             图 2.2 

说明 这里的命令可以通过按 b552 调用. 

    本题也可以通过函数作图作密度函数的图像,然后根据其几何意义通过定积分

求面积得到结果(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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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有五人喜欢红颜色,三人喜欢绿颜色,四人喜欢黄颜色,用计算器作“柱状图”

和“饼图”. 

解 直接将数据输入“列表与电子表格”中,在“数据与统计”中作图.具体操作

步骤如下: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列表与电子表格”图标按· 添加“列表与电子表

格”页面. 

依次在 A中输入 red 五个， green 三个， yellow 四个（输入一个单词按一

次· ，当然也可以按任意次序输入这些数据），将光标移到这一列的最上方，按

M 添加变量名（图 3.1）.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数据与统计”图标按· 添加“数据与统计”功能

页面. 

  

            图 3.1                           图 3.2 

    按~52(图 3.2)2 将屏幕左右分屏,在左屏的中央按· · 添加变量，

按 b18 作“柱状图”.将光标移到屏幕的右方，按· 将右方区域设为活动区

域.添加“数据与统计”功能页面.用与左侧作图类似的方法作“饼图”(b19) 

(图 3.3). 



68 
 

  

              图 3.3                         图 3.4 

    说明 有多种分屏的方式可供选择,最多可将屏幕分成四个可以独立执行任务的屏

幕. 

图 3.3 的颜色和你计算器上看到的可能是不一样的.这里根据题意将色彩作了

调整.调整的方法与电脑中调换颜色的方法类似,只是鼠标的右键这里用/b 来

执行(图 3.4). 

 

例 4 在计算器上接上温度传感器,将温度探头插入热水中,研究这个探头在空

气中降温的过程. 作时间与温度的散点图,用函数取拟合这些数据建立数学模型. 

解 将温度探头和计算器连接,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 Vernier DataQuest 图

标按· 添加数据采集图标. 

计算器屏幕上显示室温 25.2摄氏度(图 4.1),将温度探头插入温水,计算器屏

幕显示温度 70摄氏度(图 4.2).将温度探头从水中取出,停止采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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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1                          图 4.2 

在屏幕图标中,选择“图形视图”可作温度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图（图 4.3）. 

在屏幕图标中,选择“列表”可作温度随时间变化的相关数据表格（图 4.4）. 

用曲线进行拟和可得到拟和函数(图 4.5),为分析变化趋势提供帮助. 

        

 

                    图 4.3                                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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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5 

 

 

 

 

例 5 有位同学家开了一个小卖部,他为了研究气温对于热饮销售的影响,经过统

计,得到一个卖出的热饮与当天气温的对比表: 

摄氏温度 -5  0 4 7 12 15 19 23 27 31 36 

热饮杯数 156 150 132 128 130 116 104 89 93 76 54 

(1)画出散点图;(2)求出回归方程. 

解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列表与电子表格”图标按· 添加“列表与电子

表格”页面. 

在 A列中输入温度数据,在 B 列中输入相应的热饮杯数数据,并分别将这两列赋

予变量名m和 n (图 5.1)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数据与统计”图标按· 添加“数据与统计”页面.

在页面中添加变量,作散点图(图 5.2). 

按 b46(图 5.3)2 添加回归曲线(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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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1                            图 5.2 

   

                   图 5.3                                    图 5.4 

 

从散点图上可以发现,这些数据点呈直线形,用线性回归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147.767 2.3517y x  . 

说明 你可以在屏幕上选中表达式,将其拖至适当的位置.如果需要你可以进一步

进行残差分析,方法是在 5.4 界面下按 b47 选择残差分析或残差平方作图供你

评估选择的模型的优劣. 

图 5.3中可以看到,有许多回归模型可供选择,只要输入前面的数字,就能得到

相应的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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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应用举例 

例 1 已知函数 sin (0 )y x x    的内接矩形 ABCD的一条边 AB 在 x 轴上,C 、

D两点在函数的图像上，问点 A的横坐标为何值时，矩形 ABCD的面积最大，最

大值是多少？ 

解 本题可通过几何作图，通过动态图形收集点 A的横坐标及相应的面积来近

似求得面积的最大值，也可以通过建立函数关系来求数值解。具体的方法如下：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图形”图标按· 添加“图形”页面. 

在函数输入栏里按 µ · X· 作函数图像，将光标移至屏幕的空白处按

/x 移动光标将坐标原点移至屏幕的左下方，选中单位刻度按/x 移动光标

改变单位刻度将屏幕设置为图 1. 1. 

按 b75(0· 0· (¹ · p2· 0· 作一条以 (0,0)及 ( ,0)
2


为端

点的线段,按 b72 选中线段，按· · 在线段上作一个动点. 

按 bA1 选中动点按· ,选中线段按· 作一条过动点与 x 轴垂直的直线

(图 1.2) 

  

             图 1.1                            图 1.2 



73 
 

  

            图 1.3                            图 1.4 

按 bB1 选中点 ( ,0)
2


按· ,选中垂线按· ,作垂线关于点 ( ,0)

2


对称的

直线(图 1.3). 

按 b73 选中一条垂线按· 选中函数图像按· ,作垂线与函数图像的交

点,用同样的方法作矩形的另外两个顶点,按 b94 依次选中四个顶点按· (最

后要回到第一个点上)作内接矩形,分别将顶点标上字母,隐藏辅助线(图 1.4). 

 

               图 1.5                        图 1.6 

为了美观,可将矩形内部着色(选中矩形按/bB2 弹出调色盘,选择一种

颜色按· ). 

选中点 A按/b7 测得点 A的坐标,选中矩形按/b82 测得矩形的面

积,将测量值放到适当的位置按·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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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点 A的横坐标按 hA 将 A的横坐标保存在变量 a 中,选中面积的测量值

按 hB 将面积的测量值保存在变量b 中(图 1.6).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列表与电子表格”图标按· 添加“列表与电子表

格”页面.在第一列中的天栏中输入变量名m ,在下一行中输入

=CAPTURE(A,1) · (图 1.7)输入捕捉数据命令. 

 

   

              图 1.7                        图 1.8 

在第二列中依次输入变量名 n和捕捉数据命令 capture(b,1)(在输入命令前要

按一个等号健),按· （图 1.8） 

按/¥ 将页面回到 1.1,拖动点 A ,计算器会自动采集数据.按/¦ 返回后一

页,数据已自动收集在表中了(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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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9                         图 1.10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图形”图标按· 添加“图形”页面. 

按/b24M¤ N· 作散点图,用前面的方法将窗口作适当的调整,按

b51 通过¡  ¢键移动光标观察数据(图 1.10).从图中我们可近似地得到面积的

最大值约为 1.12.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计算器”图标按· 添加“计算器”页面. 

定义函数 ( ) ( 2 )sin( )f x x x  ,按 k 调用 nfMax命令(图 1.11),求当面积最

大值时相应的 x 值，利用求得的 x 值，计算得最大值约为 1.12219.  

 

   

             图 1.11                         图 1.12 

说明 求函数的最大值也可以利用导数来解.在计算器页面中,按 t 后会弹出公

式编辑器,通过对一阶导数为零为零的方程求解,找到函数的极值点,求得函数的最

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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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2  反比例函数
1

y
x

 图像上有三个点 , ,A B C ,点 ,A B 在同一枝上,点C 在另一枝

上,点G 为 ABC 的垂心,试问当点 , ,A B C 变化时点G 的位置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对

于一般的反比例函数是否具有相同的性质. 

解 利用几何作图可以发现规律,这个规律的一般证明可通过计算器来完成，也

可以用纸笔来完成.具体过程如下: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图形”图标按· 添加“图形”页面. 

在输入栏中输入
1

x
,作函数图像.在函数图像上作三个对象点(b72),两点

在一枝上第三点在另一枝上(图 2.1). 

选中一个对象点的坐标按/b(图 2.2) 3 隐藏该坐标,并隐藏所有坐标. 

以三个对象点为顶点作三角形(b92)(图 3.3).利用作垂线作三角形的垂心

(图 3.4). 

拖动三角形的顶点可以发现垂心始终在反比例函数的图像上运动. 

  

              图 2.1                       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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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3                           图 3.4 

 

说明 在函数式输入栏中将函数式改为其它的反比例函数式,可以发现几何作图

得到的关系仍然保持. 

在 TI-nspire CX CAS 计算器中,可按图 3.5、3.6 所示的方法计算可证明垂心必定

在函数的图像上. 

   

              图 3.5                        图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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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初步 

例 1 编写一个用以计算分段函数
2

2

, 0
( )

, 0

x x
f x

x x

 
 

 
值的程序,并计算 (5)f 和

( 5)f  的值. 

解 本题可以利用条件语句组成一个分支结构来根据给定的条件求值,具体操作

步骤如下: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计算器”图标按· 添加“计算器”页面. 

按 b91(图 1.1) 1 新建一个程序,按 Feee(图 1.2) · 给程序命名

f（程序名可以自己任意给）（图 1.3）. 

   

            图 1.1                            图 1.2 

按 X¤ 设置一个参数 x (是否需要参数需视具体情况而定)并将光标移至输入行,

按 b4(图 1.4) 3 选择条件语句,按 X/=· ¤ 0¤ Y/tXq¤ ¤  

Y/tv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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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图 1.4 

     

           图 1.5                             图 1.6 

按¤ @添加一行,按 b6(图 1.5) 1 Y 写输出 y 值的输出语句,按

b21(或/B)检查语法并保存程序.将光标移至屏幕的左侧的虚线小矩形内,

按 F(5)· 计算 (5)f 的值为 25,按 F(v5)· 计算 ( 5)f  的值为 25 (图

1.6) 

 

说明 程序指令在各种不同的计算器中可能会有所不同,在编写程序时可以通

过按 b 根据指令的类型展开相应的菜单选择指令,如图 1.4中展开控制选项,选

择 if„Then„Else„EndIf指令。如果你熟悉指令也可以直接用键盘输入指令. 

程序输入完毕以后,现在的计算器要求有检查语法并保存程序这个步骤,完成这

个步骤后才能运行程序.如果的句法有问题,光标会停在第一个出错位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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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程序时,需要在程序名后面添加括号. 

 

例 2 编写一个程序,计算1 2 3 100    . 

解 设计思路是先将 1赋值给变量m ,然后将数列的后一项 2加到变量m 上,并

以此一直继续下去将将后一个量加到变量m 中,直到结束为止.为此可以建立一个

累加器,不断地将数列的每一项加到累加器中,程序中由a a i  来做这项工作,在

累加时还要有一个计数器来控制计算次数,程序中由b b i  来计数.整个过程由一

个循环语句来完成,具体操作步骤如下:ff 

按在主菜单上选中“计算器”图标按· 添加“计算器”页面. 

按 b 911 新建程序,按 Seee· 给程序命名 s2 图 2.1). 

按 B/t1@,A/t 0@,b4(图 2.2) 6B/=¢¤ · 100¤ ，

A/tA+B@，B/tB+1¤ @，b6 (图 2.3) 1A，b21 将光标移到

屏幕左侧,按 S(· 程序会自动计算显示结果 5050(图 2.4) 

  

             图 2.1                           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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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                         图 2.4 

 

说明 本程序若作一个小的修改,在程序中引入一个参数用以控制数列的项数就

能计算所数列的和,这种操作方法在前面的例子中已提及,另外也可以用一个命令

Request 通过键盘给变量赋值（通常这个指令语句用 Input 表示），输入一个表示

项数的自然数 n，就能计算出前 n项的值了. 

 

 

 

    例 3 用蒙特卡罗方法计算圆周率 

    解 生成两个随机数,利用随机数构造一个以 (1,1),( 1,1),( 1, 1)(1, 1)    为顶点的正方

形内点的坐标,通过循环反复这个过程,统计由随机数生成的点中有多少个点落在四

分之一个单位圆内,利用四分之一个圆和正方形的面积之比约等于落在四分之一圆

和正方形内点数之比可计算圆周率的近似值.具体步骤如下: 

按 c 在主菜单上选中计算器图标按· 添加计算器页面. 

按 b911 新建一个程序,按 Meee· 给程序命名 m.(图 3.1) 

将光标移下移,按 T/t0@将 0赋值给变量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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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b4（图 3.2）5 添加一个循环语句,按 I¢1¢1000@, A/tkR 

¤ ¤ ¤ @将随即数赋值给变量a ,用同样的方法,将随机数也赋值给变量b (图 3.3). 

按 b42 插入一个判断语句,按 Aq+Bq/=¤ ¢· ¤ T/tT+1 

¤ ¤ · (图 3.4) 

按 b61 插入一个输出语句,按 Tp250. 按 b2 检查并保存程序

(图 3.5) 

将光标移至屏幕左边,按· 激活页面,按 M(· 运行程序计算 的近似值,如

果结果是分数形式,可按/· 将结果变为小数(图 3.6) 

 

    

              图 3.1                         图 3.2 

  

             图 3.3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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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5                           图 3.6 

 

说明 利用随机数模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这里用 rand()是 0 1上均匀分布的随

机数,计算器里还有其它分布的随机数可以调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