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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专题，大容量”
———例谈小专题复习模式在高中数学二轮复习中的应用

俞小英

浙江省杭州市塘栖中学 311106
[摘 要]复习是高三数学教学的主体，而二轮复习则是高三数学复习中的关键环节. 相对于一轮复习的重基

础、讲知识、建体系而言，二轮复习的关键在于知识点再次深入，重难点寻求突破，思想方法交融升
华. 而采用何种模式进行高三数学的二轮复习，是涉及数学复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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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复习是高三二轮学科复习的

常用模式, 专题的合理设计和充分利
用,对减轻学生负担﹑提高复习效率﹑突
破知识难点﹑升华思维模式有着不可言
喻的作用.因此,如何选择并确定专题﹑
如何在课堂中用好专题﹑如何发挥专题
的最大作用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笔
者认为,利用小专题寻找小切口,在切
口处慢慢深入,实现知识点的再次突破
和思想方法的综合提升乃是 “以小见
大”之举.

⇓ 如何选择小专题
专题复习在二轮复习中的应用是普

遍的, 然而很多二轮复习课堂在一轮复
习的“广泛撒网”和“泛泛而谈”之后,显
得有点“虚伪”. 因为专题的不恰当定位
和选择, 使得课堂的专题复习没有针对
性,而变成第二遍一轮复习,从而课堂的
深度﹑难度﹑多维度都有所欠缺.笔者认
为二轮小专题的定位在于以下几点：

1. 小专题的“小”
小专题的小可以理解为知识切口

小. 寻找一个知识点,或者一两个知识点
串,用典型的例题与练习逐步地深入而
完善此知识点,就做到了小专题的以小

见大. 如：笔者在二轮复习的数列模块中,
针对常考的等差数列性质的综合应用

设计了一组小专题复习题.
①已知数列{an}为等差数列,a8＝1,

则S15＝        ；
②已知数列{an}为等差数列,a8＝1,

a10＝12,则S17＝        ；
③已知数列{an}为等差数列,a8＝1,

S16＝0,则Sn的最大值为        ；
④已知数列{an}为等差数列,a2＝9,

a8＝1,则使Sn取最大值的n为        ；
⑤已知数列{an}为等差数列,a2＝9,

a8＝1,则使Sn＞0的最大值的n为       ；
⑥已知数列{an}为等差数列,a1＝7,

前n项和为Sn,当且仅当n＝8时,Sn取得最

大值,则d的取值范围为        .
以上题组所涉及的知识点就是等

差数列中：当m+n＝p+q时,am+an＝ap+aq,然
而这一知识点却是等差数列中的常考

知识点,且对于我们普通高中的一般学
生来说,在一轮复习时对这一性质已有
所理解与掌握,但针对这一性质与求和
公式的综合应用的灵活度还稍有欠缺.
这个小专题的讲解,直接以排比﹑递进
的题组模式给出,学生在做完题组后对
等差数列的上述性质会进一步巩固,并

有深入理解. 这一性质体现了等差数列
中项的前后对称性,在等差数列求和中
可以利用这一性质灵活地实现Sn和an之
间的切换.

2. 小专题的“专”
小专题的“专”是指专题设计必须

有明确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可以针对某
个知识点,也可以是某一思想方法,甚至
可以是某种解题小技巧的应用. 如：笔
者在二轮复习的解三角形模块中,针对
“边角互化”这一方法设计了一个小专题.

（1）在△ABC中,内角A,B,C的对边
分别为a,b,c,且2acosA＝bcosC+ccosB,

①求角A的大小；
②若a＝6,b+c＝8,求△ABC的面积.
（2）在△ABC中,内角A,B,C的对边

分别为a,b,c,且csinA＝acosC.
①求角C的大小；
②若c＝2,则求a+b,ab,S△ABC,a2+b2的

取值范围.
（3）在△ABC中,设边a,b,c所对的

角为A,B,C,且A,B,C都不是直角,（bc-
8）cosA+accosB＝a2-b2.

①若b+c＝5,求b,c的值；
②若a＝ 5  ,求△ABC面积的最大值.
以上三个题组的设计,主要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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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解三角形中正弦﹑余弦定理的实质
是反应三角形中边与角的相互关系. 因
此,在解决此类问题时,基本思想就是
实现边角互化,让题目条件只留下边或
只留下角.

以上两图分别为甲﹑乙两位同学对
题1大条件的化简过程, 显然两人分别
用了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 甲选择留
角,乙选择留边,通过两位同学的做法
的比对,让学生自己体会两种方法的特
点和实用性.笔者发现甲﹑乙两位同学在
化简题2的题干条件时,还是习惯性地甲
留角﹑乙留边,但此时乙发生了理解性
的错误,他将a直接代替了sinA的位置,这
说明乙没有真正理解正弦定理角边互

化的实质,通过此题,乙也尝试化边为
角,体验了两种方法的区别与联系,通过
题3对边角互化进行巩固.

3. 小专题的“新”
小专题的设计绝大多数针对典型

的重难点问题﹑易错点问题等,但小专
题的设计有时也要讲究 “新”———角度

的新颖﹑内容的更新﹑模式的创新等. 特
别是角度的新颖,可以让学生从新的角
度重新认识老问题,可以有更多思维的
碰撞,促进学生对该专题所涉及的知识﹑
思想﹑方法的深入掌握.

在二轮复习中,笔者在复习绝对值

函数时设计了如下专题：
（1）若不等式 x-2 + x-1 ≥a在R

上恒成立,则a的取值范围为        ；
（2）若不等式 2x-3 + 2x+2 ＞a+ 4

a
成立,则a的取值范围为        ；

（3）若不等式 2x-a + x-1 ≥2对任
意x∈R恒成立,则a的取值范围为    ；

（4）若f（x）＝（x-a）（ x+a + x-3 ）是
中心对称图形,则a的值为        ；

（5）若2x2-（x-a） x-a -2≥0对任意
x∈R恒成立,则实数a的最小值为    ；

本专题重点是讲解绝对值函数的

图像和性质,笔者用恒成立问题和图像
对称问题进行设计,从而强化学生对绝
对值函数的透彻理解.

⇓ 如何用好小专题
1. 用在知识的突破上
有的知识点比较抽象,逻辑性较强,

注定是学生难解的劫. 这样的知识点在
一轮复习过后学生往往处于一知半解状

态,似懂非懂,记住了定义与公式,掌握
了一般题型, 但由于对知识点没有深入
系统的了解,只要题目一变形,学生就犯
难. 这样的知识点就需要在二轮复习时
通过“小专题”的模式进行强化突破.例如
对于基本不等式的变形应用上, 笔者通
过以下题组组成小专题进行复习突破.

（1）已知正数x,y满足x+2y＝1,求 1
x
+

1
y
得最小值；

（2）已知正数x,y满足2x+y＝xy,求2x+
y的最小值；

（3）已知正数x,y满足x+2y＝4,求 y
4x

+

1
y
的最小值；

（4）已知0＜x＜1,求函数y＝ 1
x
+ 2
1-x

的最小值；
（5）已知a,b为正实数,且a+b＝2,则

a2+2
a

+ b2

b+1
的最小值为        .

题1是典型的巧用“1”的题型,在一
轮复习的基础上学生基本能顺利解决.
题2是题1的变形,大部分学生在一轮复习
中也已掌握这种变形 （ 2x+yxy

＝ 2
y
+ 1
x
＝1 ）,

解决此题也没有问题. 题3形似题1和题
2,大部分学生都会往巧用“1”的方向思
考,然后会发现所求的式子在形式上和
题1﹑题2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时候学生
就犯难. 那么教师此时就可以从题1﹑题
2出发进行知识点的突破讲解： 关于此
类型的基本不等式习题, 除了巧用“1”
的方法外,还有“消元法”“换元法”等多
种常用方法. 如题1中,我们可以采用消
元法：x+2y＝1即为y＝ 1-x

2
,则此题可转化

为 1
x
+ 2
1-x

＝ 1+x
x-x2

, 然后换元t＝1+x,则
此题变为 t

（t-1）-（t-1）2
,即为 t

-t2+3t-2
＝

1

- （t+ 2
t ）+3 ,这样此题就解决了.此时有

学生认为这种方法没有代“1”的方法好.
这种反应说明学生已经在思考这个知

识点题型的一题多解问题,教师解释,刚
才展示的消元法对于题1确实是杀鸡用
牛刀了,但这种思想方法是我们高中阶
段解决“二元问题”的基本方法,当遇到
二元问题时,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思考.
于是学生们得到启发,都尝试用消元法
解决问题3：

y＝2- x
2

, y
4x

+ 1
y
＝
2- x

2
4x

+ 1
y
＝ 1
2x

+

1
y
- 1
8

,后面再用代“1”法问题就解决
了. 而题4和题5主要是想例谈“换元法”
在基本不等式中的应用. 通过这样的小
专题讲解,通过三种方法的对比与练习,
学生对不能直接应用基本不等式求解

的问题就掌握得比较成熟了.
2. 用在思维的升华上
奇函数是函数的重要性质,学生们

通过一轮复习掌握了奇函数性质的代

数表达式f（-x）＝-f（x）和图像对称特征,
但奇函数性质不单纯是这一知识点的

考查,它也是一个工具,利用它可以解
决很多化简﹑求值问题.笔者设计了一个
奇函数性质应用的小专题,让学生体会
奇函数性质的工具性和思维含量.

（1）利用奇函数的性质求值：已知
函数f（x）是定义在实数集R上的不恒为
零的奇函数, 且对任意的实数x都有

xf（x+1）＝-（1+x）f（x）,求f （ 52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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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若x≠0，则有f（x+1）＝- 1+x
x

f（x）.

取x＝- 1
2
，则有f （ 12 ）＝f （- 1

2 ）.
因为f（x）是奇函数，所以f （ - 1

2 ）＝
-f 1

2（ ），所以f （ 12 ）＝0，
所以f （ 5

2 ）＝- 5
3
f （ 3

2 ）＝- 5
3
·（-3）·

f （ 12 ）＝5f （ 12 ）＝0.
（2）利用奇函数的性质研究函数的

对称性：已知函数f（x）是定义在R上的奇
函数,且满足 f（x-4）＝-f（x）,且在区间
[0,2]上是增函数,若方程f（x）＝m（m＞0）
在区间[-8,8]上有四个不同的根x1,x2,
x3,x4,则求x1+x2+x3+x4的值.

解:因为f（x）是奇函数，所以f（x-4）＝
-f（4-x），又f（x-4）＝-f（x），

所以f（4-x）＝f（x），所以函数f（x）有
对称轴x＝2，且以8为周期.又因为f（x）在
[0，2]递增，因此f（x）在[-8,8]上的大致
图像为：

不妨设x1＜x2＜x3＜x4， 由对称性可得：
x1+x2＝-12，x3+x4＝4，所以x1+x2+x3+x4＝-8.

（3）利用奇函数性质研究抽象函数
问题：已知函数y＝f（x）对任意的x,y∈R
均有f（x）+f（y）＝f（x+y）,且当x＞0时,f（x）＜
0,f（1）＝- 2

3
. ①判断并证明f（x）在R上

的单调；②解关于a的不等式 f（a-3）+
f（1-2a2）＜2.

以上奇函数性质应用的小专题设

计,有助于学生进一步提升对函数的奇
偶性﹑单调性﹑周期性﹑对称性等函数性
质的综合性认识,有助于学生在学习函
数性质时不是纯粹地研究单一性质,而
是关注整体性﹑ 相关性的探索. 这对综
合性﹑ 整体性的全方位思维模式训练,
对于学生数学思维的升华有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
3. 用在技巧的提升上
数学的综合能力提升不仅要注重

知识体系的完善﹑思想方法的提炼﹑思维
能力的升华,也要注重解题技巧的培养.
特别是在二轮复习中,我们应该有意识
地在复习课中设计一些跟技巧性相关

的小专题,让学生学以致用,在解决一
些中高档﹑高档的小题时有着快﹑准的

作用. 以下是笔者设计的一个关于极化
恒等式的小专题：

（1）在△ABC中,M是BC的中点,AM＝
3,BC＝10,则AB•AC＝        .
解析:利用极化恒等式，有AB·AC＝

1
4
[（AB+AC）2-（AB-AC）2]＝ 1

4
（4AM2-

BC2）＝-16.
（2）设圆O的半径为2,A,B是圆上两

点且∠AOB＝ 2π
3 ,MN是直径,点C在圆内

且满足OC＝λOA+（1-λ）OB（0＜λ＜1）,则
CM•CN的最小值为        .

解析:利用极化恒等式，有CM·CN＝
1
4
[（CM+CN）2-（CM-CN）2]＝ 1

4
[（2CO）2-

16]，
利用OC＝λOA+（1-λ）OB（0＜λ＜1）可

知C点在AB上，易得结果.
（3） 设△ABC,P0是边AB上一定点,

满足P0B＝ 1
4
AB, 且对于边AB上任一点

P,恒有PB•PC≥P0B•P0C,则有（ ）
A. ∠ABC＝90° B. ∠BAC＝90°
C. AB＝AC D. AC＝BC
解析:4PB·PC＝4PM 2-BC 2，4P0B·

P0C＝4P0M2-BC2，要使PB·PC≥P0B·P0C成
立， 只需 PM ＞ P0M . 所以P0M⊥AB，
所以BC＝AC.

平面向量是高中数学考查的难点,
而极化恒等式在数量积运算中的应用

往往能极大地简化相关题目的运算,让
原本复杂的题目迎刃而解. 因此, 类似
的小专题设计在二轮复习中是相当重

要的,如“特例法”在解决高考小题中的
应用,“特值法”在解题中给我们的启发
等等的小专题都是有助于提升技巧的,
笔者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

⇓“小专题”的大能量
1. 小专题的应用让二轮复习课切

块成点,串点成线
高中数学的知识模块主体是不变

的,在一轮复习的过程中,我们主要是
以知识点的复习整理和系统形成为主

要任务,重点在于落实基础知识和基本
题型. 而二轮复习的知识模块还是有这
么多,但我们已然不可能如一轮复习那
样面面俱到,此时,我们只能将每一个
知识模块分切成各个小知识点,从中择
取部分常考点采取小专题形式各个击

破 . 但是小专题并不意味着独立的个
体, 每个专题之间还是互相联系的,把
这些专题串成线,就成了我们的主要常
考知识体系,学生对于考纲考点的要求
也就把握得更准确了.

2. 小专题的应用让二轮复习课一
针见血,事半功倍

我们在高三的复习过程中,往往在
第一轮复习时是做得很实很细的,而到
了二轮复习时,如果找不到好的复习模
式,很多教师的复习课堂就变成出题解
题,就题讲题,没有突破,没有架构,没
有提升,学生在这样的复习课堂中只能
是浪费时间 . 二轮复习前后就一个多
月,任意一节课我们都浪费不起. 因此,
恰当的小专题式的复习模式,是让我们
事半功倍的择优之举.

3. 小专题的应用让教师在二轮复
习的设计中深入钻研,提升素养

课程的准备对教师来说就是专业知

识的不断积累, 素养的不断提升. 在二
轮复习中采用小专题的模式, 教师必须
在选择﹑定位﹑设计﹑应用﹑调整﹑总结等
各方面深入钻研, 不仅对课程的设计要
求高, 同时对选题的准确性要求更高.
因此,在整个设计实施的过程中,教师的
能力提升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的师生互
赢的复习模式自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

小专题式的二轮复习模式的研究,
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对传统复习的一种
改进,是完善二轮复习模式﹑提升二轮
复习效率的一种探索. 经过这两年的高
三教学中对小专题复习模式的尝试和

实施,笔者体会到这种模式总体来说是
让课堂实现了高效率的. 学生在这样的
课堂模式下,也感觉到了复习过程轻松﹑
知识点准备单一,但涵盖的思想方法﹑思
维容量却又相当大, 真正做到了“小专
题,大容量”的效果. 笔者会继续将这种
模式跟踪研究,逐步完善,寻找最优化
复习课堂.

xO

y

2 4 6 8-2-4-6-8

f（x）＝m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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