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题十道 不如“三思”一题

———高三数学二轮小专题复习策略

赖国强

摘 要:每年四月份高三复习进入白热化阶段,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老师无限量地找题、解题、讲题,学生不知疲倦地听题、读

题、解题,但这种依靠 “题海战术”的复习方式方法已很难适应现阶段高考 “能力立意”的要求．高考数学复习进入二轮,各校数

学教师都有自己特有的复习方式,笔者认为无主题地讲一堆题,不如重点 “三思”一题,即思“源”、思“延”、思“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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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源”
我们都清楚高考试题的特征:题在书外、理在书中、源于

课本、高于课本,将课本题目改编编制是高考对试题改编的

一种重要途径.对教材出现的例题或习题进行适当的改造、
重组形成考题是高考试题的一个特点.对课本题源的适度

改造,解决它们不需要特殊的技巧,这既体现了高考的公平、
公正,也对中学数学的备课、教学、辅导、批改、讲评等提供了

良好的导向作用,从而让一线的教师和学生从题海中解脱出

来,真正做到求真务实、抓纲务本.
教材是高考试题的主要来源,重视教材的基础性和示范

性,是高考命题的方向.纵观目前高三数学复习的状况,基
本采用 “三轮复习法”,第一轮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复习,第
二轮是专题复习,第三轮是综合模拟练习.以上三轮复习基

本上没有用到教材,有的教师认为教材简单没有什么好讲,
学生也觉得没什么题好做,事实上,很多教师和学生并不是

不重视教材,而是不知道如何使用教材.因此在二轮复习练

习题教学中,我们应重视例题的“本源性”.解题后,回顾解

题过程中用到哪些基础知识 ,尽量选取来源于课本并能发

散的改编题,思考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形成知识链,避免以

后解决此类问题的盲目性.
案例 １ 已知定点 A(－ １,０),F(２,０),定直线 l:x ＝

１
２
,不在 x 轴上的动点P 与点F 的距离是它到直线 l 的距离

的 ２ 倍.设点 P 的轨迹为E,过点 F 的直线交 E 于 B、C 两

点,直线 AB、AC 分别交 l 于点M、N.
(Ⅰ)求 E 的方程;
(Ⅱ)试判断以线段MN 为直径的圆是否过点 F,并说明

理由.
这是一道周练试题,围绕与双曲线有关的斜率之积,我

让学生自己去课本上查找与之有关的练习题,首先大家找到

的是与双曲线有关的选修 ２－１ 第 ５ ５ 页探究:
如图,设点 A,B 的坐标分别为(－ ５,０),(５,０),直线

AM,BM 相交于点M,且它们的斜率之积是 ４
９
,求点M 的轨

迹方程并由点M 的轨迹方程判断轨迹的形状,与第 ４１ 页 ２．２
例 ３ 比较,你有什么发现?

另外通过学生发现关于斜率之商(和、差)为定值的轨迹

问题还有第 ４１ 页练习第 ４ 题的“斜率的商”、第 ７４ 页 B 组第

３ 题的“斜率的差”、第 ８ １ 页 B 组第 ５ 题的“斜率的和”.
我们知道,高考试题虽不直接取材于课本,但考查的知

识却大多来自课本或间接涉及课本习题或改编自课本练习

题或这些问题的结论或推广,因此以课本练习题为素材,重
拾被遗忘忽视的课本,重视教材“母题”的引领作用,发挥教

材母题做一当十的功效,对于学生和教师而言都是非常有必

要的.
二、思“延”

“延”即延伸与拓展,对知识的延展不仅要有横向的深

入,更需要有纵向的联系组合、类比、沟通知识联系,实现知

识由“厚”到“薄”、由“散乱”到“有序”的转化,从而实现“一
个”问题到“一类”问题的转变.

如对案例 １ 问题进一步深挖,就可使结论形成知识链:

延伸 １(一般化) 椭圆 x
２

a ２ +
y ２

b ２ ＝
１(a ＞ b ＞ ０)中,A,

B 为长轴端点,M 为椭圆上的动点(异于A,B 两点),则直线

AM,BM 的斜率之积为一个定值－
b ２

a ２
.

延伸 ２(拓展) 若A,B 在椭圆上且关于原点对称,则上

述结论仍成立.
延伸 ３(类比) 椭圆的这些结论同样又可以类比回双

曲线.
案例 ２ 如图,在平面直角坐标系 xOy 中,M、N 分别是

椭圆x
２

４ +
y ２

２ ＝ １
的顶点,过坐标原点的直线交椭圆于 P 、A

两点,其中 P 在第一象限,过 P 作 x 轴的垂线,垂足为 C,连
接AC,并延长交椭圆于点 B,设直线 PA 的斜率为k,对任意

k ＞ ０,求证:PA ⊥ PB.
(下转第 １ ３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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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和越位等问题.所以,要摆正多媒体教学的辅助作用,
我们必须处理好多媒体教学资源开发与历史教师主导性之

间的关系,在多媒体的辅助情况下,使教师的主导功能能够

得到更好的发挥.另外,多媒体教学资源的开发,还要处理

好学生自主创造性学习与有效利用多媒体进行良性互动之

间的关系,有效利用多媒体指导学生主动学习.教学手段是

为教学目标服务,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多媒体教学资源

的开发,也必须服务于教学目标,紧紧围绕历史教学目的进

行.所以,我们必须根据教学目标开发多媒体教学资源,选
择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教学内容一定要符合历史教学目

标.如果高中历史教学内容不适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我
们就要根据教学内容,选择适当的教学手段.

２．将多媒体教学资源与教材内容相结合,锻炼学生思

维,拓展学生视野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多媒体教学资源的开发只是一种辅

助教学手段,多媒体不可能代替历史教材,所以,多媒体教学

资源的开发一定要和历史教材紧紧相连,不能够偏离历史教

材内容,教学资源要符合历史教育各项要求.只有将多媒体

教育资源也教学内容相结合,才更有利于锻炼学生思维,拓
展学生历史视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高中历史教学多媒

体教学资源的开发,教学资源与教材内容相结合,丰富多彩

的教学形式,不仅有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有利于激发

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积极思考,展开

思维的翅膀,这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提升学生对于历

史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帮助.传统教学只关注教学内容,教

学手段陈旧,教学模式保守,不仅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还很难在教学过程中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素质教育背

景下,高中历史教学多媒体教学资源的开发,多媒体教学资

源与教材内容相结合,可以使学生更加全面地了解历史,正
确面对历史课堂,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也有很大

的帮助,通过多媒体教学资源与教材内容相结合,锻炼学生

思维,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学生

的学习效果显著提升.
五、结语

高中历史教学多媒体教学资源的开发,需要摆正多媒体

教学的辅助作用,合理地利用多媒体信息,将多媒体资源与

教学内容有机整合,根据教学目标开发多媒体资源,已有效

利用多媒体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增强学生学习历史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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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选择题和填空题,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和方法”可以

直接使用,对于解答题,不宜直接使用,而应把定理推导重写

一遍,即使这样也比常规方法简单的多.教学实践证明,对
教材中一些典型例题和习题的结论进行推广,既可以培养学

生的探究能力,又可以避免学生多走弯路.
适当的变式、拓展、延伸是挖掘例题、习题价值功能常见

而又有效的手段,可以根据题目的差异采用不同的变式探究

形式.即对例题、习题进行整理归类,观察共性和个性,发现

归纳它们之间共同的本质属性或解题规律,这是提高学生解

题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思“原”

实践证明,反思错误原因,是学生深化知识理解的有效

途径.学生在解题中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这些错误

或是由知识上的缺陷而导致的,或是由能力上的不足而导致

的,或是由非智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非智力因素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解题的过程不完整、格式不规范、条理不清晰等.
因此,在数学教学中,对学生的疑惑或错误,教师要充分利

用,并以适当的方式把它们 “揭露”出来,以使它们成为学生

进一步思考加工、提炼完善的对象,使学生的思维向严谨靠

拢、向纵深发展.
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生的错误不可能依靠正面的示

范和反复的练习得以纠正,其涉及的对象不仅指具体的认知

活动,而且包括整体性的认知结构图和认知策略.这是思维

活动的更高层次,利用学生错误资源,引发“观念冲突”,能促

使学生对已完成的思维过程进行周密且有批判性的再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教学中,多数的学生忙于马不停蹄

地做题,根本顾不上反思解题.因此,复习时,教师一定要留

出时间让学生反思解题完成.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反思解题”就是磨砺解题武器的过程,它能起到举一

反三的作用,“三思”一题胜过讲解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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