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数学复习要抓实三个环节

王先进　（江苏省丹阳市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２１２３００）

　　如何提高高三数学复习的质量是广大教育工

作者需要研究的课题．高三数学复习切忌急功近

利，要把提高学生的数学水平和数学能力放在首

要位置．根据我们多年从事毕业班教学的经验以

及与广大一线教师的交流，体会到：抓实知识梳

理、解题教学、作业练习是提高数学复习质量十分

重要的三个环节．今将我们的做法和体会介绍如

下，供参考．

１　知识梳理要展示知识发生、发展过程

知识梳理是第一轮复习的基础环节．其功能

是：一方面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另一方面为学生构

建牢固的知识网络，使相关知识在解决数学问题

时被有效调用．实践表明，重视知识发生、发展过

程的展示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比如：

案例１　复习空间平行位置关系

可以利用实物投影仪给出下表：

类别 定义 判定 性质

线线

平行

线面

平行

面面

平行

　　让学生在完成填表的过程中，感悟三种平行

概念的共同点（公共点个数）；感悟由线线平行到

线面平行，再到面面平行的知识发展过程，以及三

种平行关系之间蕴含的结构联系，从而清晰地凸

现三种平行关系相互依存的逻辑轮廓：一般情况

下，欲证面面平行需找线面平行，欲证线面平行需

找线线平行．这种完整的知识结构，具有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效能，使得大脑中的信息容易被具体情

境激活．

２　解题教学要重视思路探究与优化

数学教学是以解题为中心展开的，解题教学

也是高三数学复习的重要环节．其功能是：培养学

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此过程

中提高学生思维水平，培养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

纵观当前的数学课堂，老师讲学生听的现象

很普遍，认为学生是由老师教会的．教育心理学的

研究却另有所见．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在你讲

我听的过程中，学生充其量只能感知“是这样”的

道理，而缺少“为什么这样”的思维透视．因此，学

生在面对陌生情境时，往往难以用上老师的方法．

对于那些巧思妙想，学生更是只能束之高阁．这就

说明解题教学中要重视学生的思维活动，重视思

路探究，重视思路的形成过程．学生在自主探究思

路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完成一道题目，更是宝贵的

生命历程，心智的参与过程可使学生深切感知思

想方法的来龙去脉．探究过程中思维的调控、优

化，不仅是能力的提高，更是对学习自信心的激

扬．

例１　 设椭圆犆：
狓２

犪２
＋
狔２

犫２
＝１（犪＞犫＞０）的

右焦点为犉，过犉的直线犾与椭圆犆相交于犃，犅两

点，直线犾的倾斜角为６０°，
→
犃犉＝２

→
犉犅（图１）．（１）

求椭圆犆的离心率；（２）如果犃犅＝
１５

４
，求椭圆犆

的方程．

图１

给出题目后，教师不

把解题过程直接抛给学

生，而是师生共同剖析条

件，启示学生把握思路探

究的方向，寻找解题的切

入点．

（１）依据数量特点，
→
犃犉＝２

→
犉犅，即有犃犉＝２犉犅．设犃（狓１，狔１），犅（狓２，

狔２），则狘狔１狘＝２狘狔２狘，反之亦真，据此可求出犲的

值．

（２）依据椭圆定义．设犉犅＝狋（狋＞０），则犃犉＝

２狋．设左焦点为犉′，则狘犅犉′狘＝２犪－狋，犃犉′＝２犪－

２狋，且∠犃犉犉′与∠犅犉犉′互为补角．在△犃犉犉′与

△犅犉犉′中运用余弦定理，可求得犲的值．

（３）利用第二定义．尽管椭圆第二定义不在

教学 要 求 之 内， 但 是 若 教 学 中 充 分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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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狓－犮）
２
＋狔槡

２ 以及狘狓－
犪２

犮
狘的几何意义，引入

第二定义应是水到渠成的事，从而可以简洁地获

取犲的值．

明确了解题方向后，再放手让学生探究具体

途径，有利于学生产生独立见解，克服依赖思想，

改变眼高手低的毛病，真正领悟解决问题的方法．

巡视后，利用投影仪集中展示学生中的做法如下：

思路１　利用数量关系．设犃（狓１，狔１），犅（狓２，

狔２），由题意不妨设狔１ ＜０，狔２ ＞０．因为
→
犃犉 ＝

２
→
犉犅，所以狔１＝－２狔２．设犾：狔＝槡３（狓－犮），犮＝

犪２－犫槡
２，联立

狔＝槡３（狓－犮），

狓２

犪２
＋
狔２

犫２
＝１

烅

烄

烆
，
化简得（３犪２ ＋

犫２）狔
２
＋ 槡２ ３犫２犮狔 － ３犫

４
＝０， 解 得 狔１ ＝

－槡３犫
２（犮＋２犪）

３犪２＋犫
２

，狔２ ＝
－槡３犫

２（犮－２犪）

３犪２＋犫
２ ． 令

－槡３犫
２（犮＋２犪）

３犪２＋犫
２ ＝

－槡３犫
２（犮－２犪）

３犪２＋犫
２ ×２，解得

犮
犪
＝

２

３
，故 犆 的离心率为

２

３
．又 犃犅 ＝ １＋槡

１

３
·

狘狔１－狔２狘＝
１５

４
，所以２

槡３
· 槡４３犪犫

２

３犪２＋犫
２＝
１５

４
．由
犮
犪
＝

２

３
得犫＝

槡５
３
犪，所以犪＝３，犫＝槡５，椭圆犆的方程为

狓２

９
＋
狔２

５
＝１．

思路２　利用椭圆定义．设犉犅＝狋（狋＞０），则

犃犉＝２狋，设犉′是椭圆犆的左焦点，根据椭圆定义，

犅犉′＝２犪－狋，犃犉′＝２犪－２狋．又 ∠犃犉犉′＝６０°，所

以 ∠犅犉犉′ ＝ １２０°． 运 用 余 弦 定 理

（２犪－狋）
２
＝犉犉′

２
＋狋

２
＋犉犉′·狋，

（２犪－２狋）
２
＝犉犉′

２
＋４狋

２
－２犉犉′·狋｛ ，

其中犉犉′＝

２犮，犮＝ 犪２－犫槡
２，即

４犫２＝４犪狋＋２犮狋，

４犫２＝８犪狋－４犮狋｛ ，
进而得犮

犪
＝

２

３
．下同思路１，可求得椭圆犆的方程．（过程略）

思路３　 利用准线．过点犃，犅分别作右准线

的垂线，垂足为犃１，犅１（图２）．设犅犉＝狋，离心率为

犲，则犅犅１＝
狋
犲
，犃犃１＝

２狋
犲
．作犅犎 ⊥犃犃１，垂足为

犎．在Ｒｔ△犃犎犅中，犃犅＝３狋，犃犎＝
狋
犲
，∠犅犃犎＝

６０°，则犃犅＝２犃犎，即３狋＝
２狋
犲
，故犮
犪
＝
２

３
．（下略）

图２

可见，不 同 的 视

角，产生不同的解题思

路．通过集中展示，更

有利于学生感悟解决

问题的通性通法，有效

提高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的能力．在此过程

中，学生容易感受到：思路１较直观，思路２明了

易懂，思路３最简洁．解题教学不要图多求难．重

视引导学生多角度审视，全方位探究，复习才能收

到实效．

巩固和提高是复习课的两大特征．解题教学

中既要使学生夯实基础，牢固掌握通性通法，又要

使学生的思维水平和解题技能得到相应的提高．

例２　已知椭圆
狓２

４
＋
狔２

２
＝１，过原点犗的直线

交椭圆于犘，犃两点，其中点犘在第一象限，过犘

作狓轴的垂线，垂足为犆，连结犃犆，并延长交椭圆

于点犅，证明：犘犃 ⊥犘犅．

剖析 　 本题采自２０１１年高考江苏卷．运用

常规方法，首先由题意设犾犘犃：狔＝犽狓，代入椭圆方

程 求 出 狓 ＝±
２

１＋２犽槡
２
， 则 犘（

２

１＋２犽槡
２
，

２犽

１＋２犽槡
２
），犃（－

２

１＋２犽槡
２
， －

２犽

１＋２犽槡
２
），

犆（
２

１＋２犽槡
２
，０）．且求出犽犃犅＝

犽
２
，再写出直线犃犅

的方程，将其代入椭圆方程，求得点犅 的坐标为

犅（
２（３犽２＋２）

（２＋犽
２） １＋２犽槡

２
， ２犽３

（２＋犽
２） １＋２犽槡

２
），通

过两点的斜率公式求得犽犘犅 ＝－
１

犽
，从而证得结

论．如上所见，解题过程不胜其烦，稍有不慎就会

出错，很多考生因此望而却步．

变换思路　因为点犘，犃关于原点对称，于是

犽犅犃犽犅犘＝－
１

２
（能够导出此结论）．设犘犃的斜率为

犽，由题设容易求得犽犅犃 ＝
１

２
犽，则犽犅犘 ＝－

１

犽
，所以

犽犘犃犽犅犘 ＝犽（－
１

犽
）＝－１，故犘犃 ⊥犘犅．

上述证明虽然十分简单，但是运用教材未给

的结论“过坐标原点的直线交椭圆狓
２

犪２
＋
狔２

犫２
＝１于

犃１，犃２两点，犘是椭圆上异于犃１，犃２的任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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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犽犘犃
１
犽犘犃

２
＝－
犫２

犪２
”是不足取的．但是，我们认

为结论推导过程中所蕴含的数学思想方法是值得

汲取的．思想方法的运用能将技巧转化为学生容

易接受的方法，从而使解题绽放出绚丽的色彩．

别证 　 由题意，设点犘（狓０，狔０）（狓０≠０），则

有点犃（－狓０，－狔０），点犆（狓０，０），从而犽犘犃＝
狔０
狓０
，

犽犃犆＝犽犃犅＝
狔０
２狓０
．设犅（狓，狔），因为点犘，犅都在椭圆

上，则

狓２０
４
＋
狔２０
２
＝１，

狓２

４
＋
狔２

２
＝１

烅

烄

烆
，

相减得狓
２
－狓

２
０

４
＝－
狔２－狔

２
０

２
．

又犽犃犅犽犘犅 ＝
狔２－狔

２
０

狓２－狓
２
０

＝－
１

２
，所以犽犘犅 ＝－

狔０
狓０
，则

犽犘犅犽犘犃 ＝－１，故犘犃 ⊥犘犅．

多么明了的思路，多么简洁的过程．以上证明

过程充分运用了解析几何设而不求以及整体求解

的思想方法，有效减少了运算环节．

实践证明，思维水平的提升将极大地推进学

生运算技能的提高．解题教学中适时揭开“技巧”

的神秘面纱，揭示其蕴含的思想方法，对于提高学

生的解题能力大有裨益．

３　 作业练习要引导学生进行解题反思

完成作业，检测训练，都是通过学生实践提高

解题能力的手段．其中题目的选编、容量的控制对

提高练习的效益很重要．但是，引导学生自觉进行

解题反思，深化思维透视，对于提高解题能力更为

重要．

３．１　 引导学生反思导致解题错误的根源

学生在解答数学问题时出现错误是难免的，

但是纠正错误却非易事，有些问题反复订正仍会

出错．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体会到引导学生反思致

错根源，从源头上遏制错误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解

题错误．

比如，应用等比数列求和公式时，学生容易遗

漏公比狇＝１的情况．诊断病因，根源在于教者在

推导公式的过程中，由（１－狇）犛狀＝犪１（１－狇
狀）得犛狀

时，包办代替，缺乏学生认知活动．从源头上防范

错误的关键是让学生明白为什么要分狇≠１和狇＝

１两种情况讨论的原因，从而得出完整的公式犛狀

＝

犪１（１－狇
狀）

１－狇
，狇≠１，

狀犪１， 狇＝１

烅

烄

烆 ．

学生在切身体验中进行

深刻的思维认知，这是回避错误的重要措施．

如若错误已经形成，则设置配套陷阱，进行受

挫训练，往往能促使学生强化辨析，走出误区，有

效防范重蹈覆辙．

３．２　 引导学生反思解题思路

学生拿到题目，往往急于求成，一旦有了思

路，就忙于完成任务，做完即丢．往往不去反思“为

什么要这样想，还能怎样想”，满足于一得之见，水

平难有提高，而引领学生反思解题思路，效果大不

相同．

比如，解答例１中，当学生给出证法１时（虽

然此法最为简单），应及时引导学生反思“为什么

这样想”．（推动理性思维）继续追问：（１）你能利

用 △犅犉犉′与 △犃犉犉′的特殊关系获得解题思路

吗？（２）你还有别的解题思路吗？（拓展思维空

间）

这样的反思过程强化了理性思考，有效促进

了学生对基本方法的认知理解，提高了灵活应用

能力，进而做到灵活运用数学思想方法战胜题海

战术．

３．３　 引导学生反思解题过程

解题过程的繁、简程度是决定解题成败的重

要因素．同样的思路，不同的过程，解题效果迥然

不同．

比如例２中，当学生假设直线犘犃 斜率为犽，

求出直线犃犅斜率为
犽
２
，并得到犃，犅两点坐标后，

再由两点斜率公式求犘犅 斜率而举步维艰时，适

时启发学生：证明犘犃与犘犅斜率之积为－１，方向

是正确的．是否还有更简洁的途径呢？观察点的

特征（犘，犃两点关于原点对称，点犘，犃，犅都在椭

圆上）能否尝试新的途径？此时学生就不难利用

对称性以及点在椭圆上的特征，给出别证．

学生处在欲进不得欲罢不能之时，引导其改

变途径，走出困境，容易得到成功的快乐体验．此

时学生收获的不仅是解题技能的提高，更是思维

水平的提升和数学兴趣的激扬，数学学习就会由

苦变乐．

知识梳理、解题教学、作业练习是数学复习的

三个基本环节．遵循规律，认真抓好每一个环节，

切实提高每个环节的效益是提高高三数学复习质

量的关键．本文抛砖引玉，期望引起广大同仁的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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