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服思维定势：看简单勾股定理计算的小窍门

阳光未来：杨兴发

勾股定理，是一个基本的几何定理，指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

等于斜边的平方。

如图Rt∆ABC 中，有 a2+b2=c2，显然，当
a、b、c扩大 n（n>0）倍时，这个式子也是成立

的，即 n2a2+n2b2=n2c2。但在运用时往往由于惯

性思维，解题者极易陷入机械照搬 a2+b2=c2的套

路，使计算复杂化 。下面略举一例加以说明勾股定

理运用中计算的小窍门：

 实例 1，如图是高中物理必修二（2019 普通高中教科书，山东科学技术

出版社）第 38 页一道小船过河题：

分析：由题，如图，V 船和V 水的合速度为V 合，且 t 船=t 合，

现在要判断小船能否安全到达河岸，其中一种方法就

是将位移 s 合与 sAB作比较，若 s 合>sAB，则小船将进入

危险区，即小船不能安全到达河岸；若 s 合<sAB，则小

船可以安全到达河岸。

解：如图， svvv /m543 2222  水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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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s 合<sAB得小船可以安全到达对岸。

此题很简单，现在要说的是该题运用勾股定理时对 sAB的计算如何做到快捷

准确。如图：

如果直接计算 msssAB 1350150100 222
//

2   ，数据庞大，很是费

时，现可以这么思考：100 和 150 的最大公因数是 50，则可将庞大的数据计

算转化为计算 1332 22  ，而后再乘以公因数 50 即可，如此一来，看似复

杂的数据经这么一转化，口算就可以解决了。由此得知，克服思维定势对简化

问题解决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这是一个高中物理题，其引出的勾股定理数学计算问题在高中力学的力、

位移、速度、加速度，甚至初中数学平面几何，高中数学立体几何，平面（空

间）向量等问题中都会经常碰到，现姑且将上面总结的方法叫基数翻倍法。

下面将初高中常碰到的三种特殊直角三解形的基础数

配图列出，并举一实例对这方法的快捷解题加以验证。

实例 2：如图，一个锐角为 37o的直角三角形的一直

角边是 13，则其他边的长是多少？

此题一看，常规思维是比较复杂的，现可以这么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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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对的勾 3股 4 弦 5直角三角形的基础数是 4，显然 4到 13 对应的倍

数可以这么来得出： 4

13
413 

，即要翻倍的倍数 4

13

得到了，所以

            a 勾=3× 4

13
= 4

39
  c 弦=5× 4

13
= 4

65

，由此即可得解（解题过程略）。

由于篇幅所限，其他例子此处不加赘述，读者可以自行验证。此法对这一

类计算几乎可以实现口算效果，以上列举的直角三角形只是初高中常碰到的特

殊直角三角形，如果碰到其他直角三角形，仿实例 1操作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