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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高三放学蓄轮复习钓“牛尊孑"

赵士元(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教学与教育科学研究室215104)

2022年高考备考工作已拉开帷幕，作为最能影

响高考总分的数学学科，自然是备受关注．数学如何

备考才高效?对于这一问题，很多数学教学工作者

都在不断地思考和尝试．众所周知，数学是一门思维

性很强的学科，严密的逻辑性是数学学科最为明显

的特征，把数学看作是思维的体操一点都不为过．可

是，在目前的数学复习课上，学生思维还常常受制于

教师，学生缺乏独立思考和自主解决问题的体验，复

习课上“套思路”“套模式”的现象比较普遍．我们认

为提高数学课的复习效益，特别是第一轮复习的质

量，才能提升学生在考场上的竞争力．最重要的一环也

是最有效的一环是抓好习惯．习惯是解题最自然也是

最舒服的得分方法，它是高考首轮复习的“牛鼻子”．

什么是习惯，笔者认为习惯是一个人在长期积

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自动化的行为方式．

下文结合自身的教学体会谈谈在数学备考中如何从

习惯人手，切实抓好数学备考质量．

1 抓习惯就是抓发散，就是让学生达到“见一知

多”的功效

问题1(多选题)已知函数y一
／ 什＼

Asin(叫z+÷)(叫>o)(*)的最小正周期为7c，则
＼ 4，

函数f(x)的图象()．

A．关于直线z一÷对称

教师团队需要更加关注校级报告显现出来的共性问

题，以及班级间的差异和学生个性化的问题，寻找其

根源，并力争解决共性问题和个性化问题，争取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根据学生的学习报告，教师可以在

较短的时间内发现症结所在，在和学生聊天的过程

中，引导学生针对其个性问题制定复习计划．“学习

报告”的引入，为靶向教学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解决

了传统教学中无法“面对每一个”“关注这一个”的

现实难题，让教师对所有学生的情况了然于胸，为中

考数学的复习教学开创了一条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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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

(2)应针对不同的题型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高考数学复习不仅是数学知识的复习过程，也是考

试策略的训练过程．本题是一个选择题，而且是一个

多选题，理应先考虑选择题的特殊策略，而我们知道

数学题的分析有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我们习惯于

进行定量分析，但如果我们在定量分析前能够进行

适当的定性分析，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们可以对本题的分析作如下改进：首先复习

函数y=Asin(cox+够)的图象和性质，而后对图象

特性分析探讨得出函数y Asin(叫z+p)的一般特

性：函数图象的对称轴一定通过图象的最高点或最

低点；函数图象的对称中心的纵坐标一定是零；两条

对称轴之问的距离以及两个对称中心之间的距离一

定是半周期的整数倍；对称中心到对称轴的距离一
9A一_1

定是周期的竺÷二(尼∈z)倍等．其次，针对多选题

的特性可知所给四个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正确选

项．在明确了这两点后可以让学生分析四个选项的

关系，我们可以发现直线z一÷和直线z一÷的距
吐 。

离是÷，它不是半周期鲁的整数倍，故选项A，B不

可能全对．同理，点(篑，0)和点(号，0)之问的距离

也是÷，它也不是半周期÷的整数倍，故选项c，D

也不可能全对，于是我们只要在A与B和C与D之

间各选一个正确选项即可．再次，在判断A，B两个

选项时也未必通过求函数对称轴再进行对比的方法

求解，可以直接将z一÷代入函数表达式，看其结果
吐

是否为A或一A，若是，则选项A正确；否则，选项B

正确．

(3)对本题的分析作上述改进后，其解题速度

未必比定量求解快速，但数学复习重要的不是讲完

多少道题目，重要的是通过复习让学生学到了什么，

评判一节课的复习效率不是看教学容量而是看学生

的学习任务是否圆满完成．对一个数学问题的定性

分析，有利于拓宽学生的解题思路，上述分析尽管可

能减慢了复习进程，但通过多角度剖析使学生的思

维得到了提升，达到了“一叶知秋”的功效，更何况

首轮复习的精致到位有利于二、三轮复习的快速

推进．

(4)从上述第2点的分析可知，由于选项A，B不

可能全对，同样选项C，D也不可能全对，而本题是一

个多选题，因此在判断出选项B正确时，立即可知选

项D错误(因为这个函数图象的对称中心不可能在

对称轴上)，于是可知选项C正确．这样，通过定性和

定量的结合，避开了研究对称中心，圆满而又快速地

解决本题．

2 抓习惯就是抓思维，就是让学生使用普遍规

律解决问题

首轮复习切忌技巧性太强，但事实上很多教师

往往热衷于解题技巧和解题套路的传授，将数学问

题分成一个又一个碎片化的专题，这种专题化的复

习策略在第一轮并不可取．首轮复习应追求基础性

知识的巩固，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网络，强化数学思

维，让学生使用普遍规律解决问题而不是过早地追

求所谓的“灵感”．

问题2 已知单调递减的正数列{a。)满足：a一

1，当咒≥2时，a：(以d+1)+以：l(以。+1)一

2a～a 1(以～a 1+a。4-1)一0．

(1)求数列{a。)的通项；(2)设数列{a。)的前咒
1

项和为S。，求证：S。>2一二．

本题给出的是一个递减正数列的递推关系，这

里的关键词“递减”“正”是什么意思?这应该让学生

先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递减”的含义是对V咒≥

2，均有a。<以一；“正数列”的意思是V咒∈N+，均
有a。>0．

递推关系给出了两个相邻项的关系，但这个关

系并不对称也不是常见的几种递推关系之一，其基

本思路是先将其化简，再观察其关系：

先将原式化为(一2以：。一a一4-1)a：4-(以：一。一

2口。1)倪。+口。2 1—0①，且口(一2Ⅱ。1+1)(口。1 4-1)a：4-

(以：1—2a。1)n。4-以i—l一0，[(一2Ⅱ。1+1)a。一

a州][(以一+1)n。一aH]一o②．由于对V咒≥2，

均有a。<以一且V咒C-N”，均有a。>o，故(一2以一1+
1)以。一以H一(以。一a。1)一2a。以。1<0，于是(n。l+

1)a。一aH—a naH 4-a。一aH一0．进一步得到

三一上一1(竹≥2)，故数列f土l是以三一1为首
a" a"1 Ia"J a1

1

项、1为公差的等差数列，于是一A-一1 4-(咒一1)×1一
a”

1

扎，即a。一二．
咒

思路回顾 本题的递推关系看似比较复杂，基

础一般的学生很难直接看出其隐含的内在联系．但

递推关系的本质是数列的某两项满足的某一个关系

式，本题给出的是相邻两项a。与a。的关系，其最

终目的是要简化成a。f(a一)的形式，于是将原式
化为①的形式，这实际是一个关于a。的二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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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我们把a州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字母．为了从①

式求出以。的表达式，我们利用因式分解中的“十字

相乘法”将①式转化为②式，而后利用条件判断出

其中一个因式恒不为零，于是求出了a。的表达式．

上述过程并不复杂，仅仅是求解含字母的一元二次

方程而已，教师在分析时务必将这一思路讲清、讲

透，在深入分析透彻的前提下由学生实施求解．

第(2)题是—个证明题，但S。一1+÷+÷+⋯+

二无法被直接化简，而目标式是S。>2一二，显然

这是一个不等式放缩问题，而这个不等式左边是多

项式形式，右边只是一个二项式，可以猜测左边的每

一项可以拆成若干项，其各项之间可以相互抵消，最

终将目标指向2一二．这一想法实际上是基于拆项

相消法这一基本策略．此外，目标式是将前n项和S。

缩小，于是应该将S。中的每一项或部分项的分母放

大，考虑到右式中有一个数字2，自然想到左式第一

项1保留，第二项专也凑个1，于是将专写成F是，

以后各项作类似变形，得到S。一1+÷+÷+⋯+

1卵>1+走+焘+．．．_赢，于是S。>1+南+去+．．．+赢--1+
(，一丢)+(丢一号)+⋯+(击一丢)一
。一三

无论从思维要求还是运算要求来看，本题中的

两个小题都有一定的难度，但分析时还是从常规的

想法人手，从学生思维的“最近发展区”出发，这是

解题最普遍的规律．只有熟练掌握了这种最基本的

解题规律，学生才能真正做到“举一反三”．思维的拓

展离不开思维的基础，那种脱离了基本规律的所谓

解题技巧往往是空中楼阁，不要相信解题过程中的

“灵机一动”，真正的“灵机一动”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的．

3 抓习惯就是抓基础，就是帮助学生节省考试

时间成本

学生的学习离不开考试．所谓考试，严格意义上

说就是限定时间内的做题比赛，学生要在考场上考

出理想成绩，就必须在规定时问内做对尽可能多的

题目，而抓好基础有利于其在基础性题目上节省时

间成本．

3．1 掌握好符号语言、文字语言和图形语言的相

互转换

数学是一门具有较强抽象性的学科．数学符号、

数学概念、数学公式都是现实生活问题的高度抽象，

学生对符号、概念、公式的熟悉程度直接影响其数学

学习，因此，教师应帮助学生熟练掌握符号语言、文

字语言和图形语言之问的相互转换．如对函数单调

递增的理解，不仅要求学生能熟练记住单调递增概

念的书面表达，更重要的是要将单调性和初中数学

教学中的函数值变化情况建立联系，即单调递增的

含义就是自变量z增大，对应的函数值Y也增大，反

之，自变量z减少，对应的函数值Y也减少；而从图

象上看，要求学生明确单调递增就是对应的函数图

象从左到右逐渐往上．单调递增和单调递减反映了

自变量z和对应的函数值∥之问的不等转化关系．

3．2 理解重要数学概念的变式应用

数学中有很多概念，有些概念抽象性强，有些概

念具有多种变式．第一轮复习中应帮助学生从不同

角度理解同一数学概念，以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概

念．以偶函数概念为例，对偶函数的理解不仅要让学

生记住概念，更要让学生用通俗的语言理解偶函数

的概念：即当任意两个自变量互为相反数时，其对应

的函数值相等；反之，若对于任意两个互为相反数的

自变量，它们所对应的函数值相等，则函数f(x)图

象关于Y轴对称，函数f(x)是偶函数．在此基础上

可以将结论一般化：若对定义域内的任何两个自变

量z。，z。，当z，+z。一2a时，它们对应的函数值相

等，即f(x。)一f(x：)，那么函数f(x)的图象关于

直线z—a对称．对奇函数也可以作同样的变式理

解．当学生理解了上述结论后，还可以帮助其进一步

快速理解如下结论：若函数f(x)定义域为D．(1)

若Vz∈D，都有f(2一z)一厂(z一2)，函数f(x)

是偶函数；(2)若V z∈D，都有f(2一z)+f(x一

2)一o，函数f(x)是奇函数；(3)若Vz∈D，都有

f(2一z) f(x+2)，函数f(x)关于直线z 2对

称；(4)若V z∈D，者B有．厂(2一z)+f(x+2)一2，

函数f(x)关于点(2，1)对称．

3．3 熟悉常见的转化技能

数学问题的解决过程实际上是在若干个不同问

题之间进行等价转换的过程，它是通过将陌生问题

转化为熟悉问题、将未知问题转化为已知问题，最终

实现问题解决的过程．而要实现这种转换，需要学生

对问题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同时也需要掌握一些

常见的转化技能，如：凡遇正弦、余弦的二次齐次式，

立即补分母“1”，而后将1转化为sinz口+COS2 d；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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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厂(z+y)一≠竺揣，立即想到厂(z)一
tan z这一模型函数(从而猜想f(x)可能为奇函

数)；凡遇数列中涉及a。，an_七的关系式，立即想到应

用奇偶分析法研究数列通项等．

3．4 熟记常见的特效数字

数学是一门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学科，但在数学

学习过程中学生仍然需要记住一些常见的特效数

字，记住这些数字可以帮助我们快速解决一些基础

性问题，为解决后续题目赢得考试时问．

问题3 已知A是△ABC的一个内角，且sinA+

c。s
A—i1，则tan A一——．
这是一道很基础的题目，但如果学生通过平方

和关系，利用方程组思想直接求出sinA，COS A的值

就不是明智之举．比较简易可行的想法是角A的正

弦、余弦和为÷，其分母为5，立即联想到一组勾股

数3，4，5，于是sin A，cos A的值一个是÷，另一个

是÷．再考虑到A是AABC的一个内角，A∈(o，

7c)，于是必有sinA一÷，COSA一一÷，于是tanA一

一÷．上述思考不仅简便而且节省了许多解方程组

需要的时问，为解决后面的综合问题赢得思考时问．

3．5 强化学生运算能力训练

运算能力是数学学习最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能

力，运算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数学学习的深度和

进程．高三第一轮复习务必把运算能力的培养作为

复习的重中之重．运算能力的培养需要一定量的训

练，但不是死做，更不是靠题海战术．复习时要让学

生明确基本算理，并在训练过程中培养其自觉优化

运算策略的能力．运算能力的培养可从以下途径实

施：首先要让学生明确并理解运算所需要的概念和

公式，其次要让学生积累一些需要记住的基本结论，

再次是要在课堂教学中注意运算过程的示范并不断

渗透．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运算示范中要注意运算中

推理能力的培养，平时要注意多角度思考并在比较

过程中寻求最优运算方式，只有平时强化了最优化

思维，学生才能在考场上快速寻找最佳运算途径．

3．6 凸显数学知识的相互联系。从整体上理解数

学结论

数学中有很多公式，它们看似繁而多，但很多情

况下它们是有内在联系的，在首轮复习过程中教师

要善于帮助学生归纳并从整体上把握数学概念和公

式，理解数学结论．如三角函数中的诱导公式，教材

中出现了几十个，教师要讲清楚其本质是“将两个相

关角的三角函数值转化为相同角的三角函数值”，这

里的相关角是指两个角的和或差正好相差÷的整数
厶

倍．尽管公式很多，但要求学生在一定量的训练和归

纳基础上明确“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即可；再如

三大圆锥曲线既然有统一定义，它们的性质应该有许

多相似的形式，事实上椭圆和双曲线，无论焦点在横

轴上还是纵轴上，它们的方程都具备mx 2+ny2—1

的形式，将焦点在横轴上的椭圆的所有公式中字母

z，y互换就得到焦点在纵轴上的椭圆的相应结论．

同时，要让学生理解它们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关系，实
’^2 1 72 1 J

2 r 2

际上是因为椭圆与+鲁一1与椭圆与+i一-2—1是关
a 口 a c，

于直线Y—z对称这一原因造成的．高中数学中类似

的相关性结论还有许多，教师要培养学生数学学习

中的整体把握能力．

4 抓习惯就是抓规范，就是实现“会而对、对而

全”的有效策略

每次考试结束，许多学生会发现明明会的题目

做错了，明明做对的题目教师没有给全分，这就是通

常所说的“会而不对，对而不全”．要有效防止这一现

象，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策略就是抓规范，而学生的

规范性思维和规范性书写也是一种习惯．我们知道

数学教学离不开解题教学，学生的数学学习离不开

解题训练，而解题教学是培养学生规范思维和规范

书写的最佳途径．可现实情况是许多教师不会讲题，

他们为了追求所谓的大容量而采取了解答式的解题

教学，他们只重视解题过程，忽视了审题和设计这一

更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在PPT支撑下的课堂教学，

许多教师习惯将题目显示在PPT上，学生还没看清

题目就开始讲解，讲解完毕又不对解题过程进行必

要的反思．更有甚者，打着“熟能生巧”的幌子热衷

于题海训练，把学生作为解题的机器．波利亚在《怎

样解题》中强调，解题过程包括审题、设计解题计

划、实施解题计划以及解题反思这四个步骤，教师在

例题讲解时应该整体呈现这四个环节，缺一不可．

抓习惯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抓学生书写的规

范，规范的书写是高考得分的保证，但学生规范的书

写不是靠说教而是通过教师的示范实现的．可惜的

是，许多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并不重视规范书写的示

范性，有的教师板书混乱缺乏美感，有的教师仅仅板

书主要过程或思路，有的教师将答案直接呈现在

PPT上，课堂中缺少边板书边思考的过程性教学．因

此，建议在首轮复习过程中，教师务必重视板书的示

范性，将规范的思考过程和书写格式呈现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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