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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数学复习的误区和应对策略
●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实验高中  陈俊俊

新高考背景下的高三数学复习 ，是新高考中一个

全新且至关重要的课题 ，如何合理规划 ，全面回顾 ，知

识梳理 ，方法引领 ，能力提升 ，形成高考复习的最优效

率呢 ？本文结合实际 ，就新高考数学复习中的一些常

见误区加以展示 ，合理剖析 ，巧妙引领 ，给出对应的应

对策略 ，真正有效复习 ，以期抛砖引玉 .

误区一 ：课堂教学“满堂灌” ，忽视学生的
主体作用

现象 ：“满堂灌”仍然是新高考数学复习课堂教学

的一大普遍现象 ，基本模式仍是“罗列考点 ，例题讲

解 ，学生练习” ，一成不变 ，已然成为一些教师高考数

学复习时亘古不变的主要教学方法 .

在新高考数学复习课中 ，“满堂灌” 现象比比皆

是 ！教师讲 ，学生听 ，教师的主导作用得以充分展示 ，

学生的主体作用得以根本忽视 ，教师讲得津津有味 ，

学生听得昏昏欲睡 ，复习效果没有得到最佳体现 .

应对策略 ：实际操作时 ，要从多个层面加以合理

切入 ，更加合理有效地提升学生的主体作用 ，提高复

习效率 ：

（1）教师层面 ，讲解要精 ——— 教师要讲重点 、教

师要讲方法 、教师要讲关键 ；

（2）学生层面 ，活动要多 ——— 学生要独立思考 、

学生要自主探究 、学生要合作交流 ；

（3）教学层面 ，方法要活 ——— 加强师生互动 、加

强变式训练（包括一题多解 、多题一解 、一题多变 、一

题多思 、一题多探等） .

误区二 ：简单罗列基本概念和原理 ，忽视
理论联系实际

现象 ：高考数学复习课堂引入类似“流水账”式的

罗列数学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 、数学基本知识和数学

思想方法等 ，缺乏与具体数学问题的联系与结合 ，理

论与实际脱节 ，黏合性差 ，前松后紧 ，效果低下 .

应对策略 ：合理将数学基本知识问题化 ，数学问

题序列化 ，通过具体数学问题的思维和练习 ，带动 、带

活数学基本概念 、基本原理 、数学基本知识和数学思

想方法等的复习 .

误区三 ：数学教学内容庞杂 ，未能突出教
学重点

现象 ：（1）一节课数学教学内容过多 ，所有知识面

面俱到 ，重点不突出 ；（2）对数学问题的讲解蜻蜓点

水 ，一带而过 ，缺少对数学问题 、数学应用的聚焦 .

应对策略 ：合理精选例题和习题 ，精讲精练 ；同时

聚焦数学重点问题 ，实施“一题多变”和“一题多解”等

变式训练与应用 .

误区四 ：教学容量和难度不精当 ，课堂教
学缺乏层次性

现象 ：（1）一节课数学教学只讲一两道数学例题 ，

难度过小 ，课堂节奏慢 ，教学过程松散 ；（2）一节课数

学教学讲解大量数学例题 ，难度过大 ，课堂节奏快 ，教

学过程密集 .

没有合理把握所教授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 ，课堂
教学容量 、难度不精当 ，或过小 ——— 起点过低 ，容量太

小 ，节奏过慢 ；或过大 ——— 起点过高 ，容量太大 ，节奏

过快 .导致只针对小部分学生 ，缺乏普遍性 .

应对策略 ：根据学生情况合理确定每节课的容量
和难度 ，并设置一定的坡度 ，采用“合理起点 ，多种层

次 ，步步高升”的教学方式 .

合理让大部分的学生步入最近发展区 ，通过一定

的努力使得现有的水平达到潜在的发展水平 ，促进不

断提升与发展 .

误区五 ：例（习）题的讲解就题论题 ，忽视
提炼数学思想方法

现象 ：课堂数学教学过程中只讲数学的例（习）题

怎样做 ，方法神奇 ，步骤合理 ，过程完备 ，而不讲例

（习）题为什么这样做 ，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没

有充分提炼相关例（习）题中相应的数学思想方法 、技

巧策略等 .

学生当时听得懂 ，也觉得会做 ，过后碰到具体问

题时就难以独立解决 .只是停留在“就题论题” 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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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就题论题 ，没有提升与升华 ，

形不成能力 ，无法达到为己所用 .

应对策略 ：（1）讲解例（习）题过程中注意暴露解

题的思维过程 ，讲清为什么这样做 ；（2）注意总结解题

中的知识 、方法规律 ，提炼数学思想方法 ，使学生能够

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 ，灵活应用 ；（3）加强变式训练 ，可

以适当进行“一题多解”“一题多变”等的训练与拓展

应用 ，充分提升学生解题的应用性与灵活性 ，开拓学

生解题思路 ，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

下面以一道高考真题加以实例剖析 ，通过剖析进

行“一题多解”“一题多变”等的训练与拓展 .

问题1 ：（2020年高考数学浙江卷第 15题）已知直

线 y ＝ kx ＋ b（k ＞ 0）与圆 x2

＋ y2

＝ 1和圆（x － 4）
2

＋ y2

＝ 1均相切 ，则 k ＝ ，b ＝ .（答案 ：
3

3
，

－
2 3

3
）

此题以一含参数的直线“撑起”二圆为问题背景 ，

条件简单明了 ，内涵直观形象 ，充分把直线的方程 、两

圆的方程 、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等相关内容与细节都

交代清楚 .破解时 ，从“数”的角度进行代数运算 ，或从

“形”的角度进行几何推理 ，都可以有效达到目的 ，为

考生提供多种切入角度和思维方式 ，体现方法的多样

性 、思维的发散性 ，体现高考的选拔性与区分度 .

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一层面上 ，显然“浪费”了这么

一道好题 ，可以进一步变式拓展 ，通过教师的引导 ，引

领学生进一步深入探究 .

变式 1 ：已知直线 y ＝ kx ＋ b（k ＞ 0）与圆 x2

＋ y2

＝ 1相切 ，且被圆（x － 4）
2

＋ y2

＝ 4截得的弦长为 2 3 ，

则 k ＝ ，b ＝ .（答案 ：
3

3
，－

2 3

3
）

变式2 ：已知圆 x2

＋ y2

＋ 8 x － 4 y ＝ 0与圆 x2

＋ y2

＝ 20关于直线 y ＝ kx ＋ b对称 .

（1）求 k 、b的值 ；

（2）若这时两圆的交点为 A 、B ，求 ∠ A OB 的度
数 .

（答案 ：（1）2和 5 ；（2）120°）

在“一题多解”的训练中 ，适当引导学生掌握一类

问题的多种不同思路和方法 ，并加以合理对比与归

纳 ，总结破解此类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并提炼出

最优解法 .

在“一题多变”的训练中 ，充分引领学生理解问题

的本质 ，并提炼出解决同类问题的通技通法 ，解一题 ，

通一类 ，会一批 .

误区六 ：复习资料的使用照本宣科 ，缺乏
恰当的取舍与整合

现象 ：高考数学复习中 ，采用的复习资料有数学

教材 、教案 ，以及统一使用的习题册 、复习册等 ，教师

与学生人手一份 ，经常有一些教师不用备课 ，基本不

用做题 ，按照数学复习资料按部就班即可 ，照搬别人

现成的东西 ，没有根据不同班级 、不同学生的情况进

行恰当的取舍与整合 ，统一标准 ，统一规格 .

应对策略 ：实际数学复习过程中 ，要充分备学情 、

知识情等 ，结合具体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考纲要求 ，对

教学内容 、知识 、方法等进行恰当的取舍 、删减 、补充

等 ，可以结合多种复习资料进行有机 、合理的整合 ，形

成最优 、最适合的复习方案 ，更适合本班学生复习与

应用 ，适应性更强 、更吻合 .

误区七 ：专题训练按部就班 ，缺乏整体规
划与精选

现象 ：在高考复习后期的专题训练部分 ，直接利

用复习资料上的相关内容 ，专题训练只是简单的习题

堆积 ，没有进行合理且有针对性的遴选和整合 ，没有

重点 、难点 ，没有针对性 ，欠规范 ，随意性太强 ，达不到

合理的专题训练的目的 ，能力难以得到提升 .

应对策略 ：（1）专题的选题要瞄准高考重点和热

点问题 ，统一规划 ，分工协作 .比如 ，可以把全部专题

分为 ：小题专题训练板块 、三角与解三角形板块 、数列

板块 、立体几何板块 、概率统计板块 、解析几何板块 、

函数与导数板块等 ，各板块又加以细分 .

（2）专题的选题基本原则 ：方向性原则 ，符合高考

方向 ，直击高考 ；针对性原则 ，突出重点 ，关注热点 ，防

范冷点 ，诊断弱点 ；典型性原则 ：典型问题和典型解

法 ，有迁移性 ；层次性原则 ：基础性 、综合性和创新性

等 .

（3）专题训练的教学方式要到位 ，课前练习与检

查 ，课中精讲与研讨 ，课后反思与补偿等 .同时还要关

注专题训练的编写格式（学习目标 、基础训练 、综合训

练 、变式训练等）等 ，抓住细节 ，合理有效 ，全面提升 .

综上分析 ，针对新高考数学复习中的一些常见误

区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在实际复习过程中 ，形成合

力 ，全面开展专题性 、针对性 、能力性 、技巧性 、系统性

等的复习 ，合理有效完善知识 、总结规律 、提升能力 、

适应高考等 ，避免走弯路 ，提升解题效益 ，真正形成解

题能力 ，养成良好思维品质 ，培养数学核心素养等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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