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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基于“三个理解”的高效复习课堂
◉ 山东省菏泽市第三中学　李淑萍

　　在高三数学教学中,复习课是一种常态课．那么,
复习课需要完成哪些主要任务呢? 通过复习,将以往

所学的知识点进行全面系统梳理,从而形成系统的、
稳定的认知结构;结合课程标准进行考点的梳理,做
好查缺补漏;通过模块化复习,挖掘出问题的本质,找
到问题的一般规律;通过复习,抽象概括出重要的数

学思想方法,从而更好地理解数学、应用数学,培养良

好的思维品质[１]．若想发挥复习课的价值,自然离不开

教师的精心筹备,而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大多教

师在课堂上习惯于应用“师问生答”的方式将知识点

进行罗列,虽然课堂上也有互动,但仅局限于问答,学
生的学习是被动的,难以激发学习兴趣．部分教师在组

织教学时,习惯于按照教材的顺序展开复习,未从整

体和全局上进行建构,因而知识结构性不强,不利于

知识的迁移．另外,在复习过程中,过多强调“刷题”却
不重视方法的提炼和总结,因此仍然会出现“懂而不

会”的现象．当然,还有部分教师在复习课教学时,未能

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出发把握学情,从而影响学生参

与的积极性,不仅难以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而且因

为内容不符合学生认知规律而导致参与率低下,课堂

氛围沉闷、消极．可见,要上好复习课就要避免简单的内

容罗列和盲目的“题海”,应从学生认知出发,找到合适

的切入点,从而激发思维活力,促进解题效率提升．
笔者以“函数的单调性”为例,从“三个理解”出

发,谈了几点对高三数学复习的粗浅认识,以抛砖引

玉,启发思考．

１理解数学

理解数学,如果单纯地靠理解知识去解决数学问

题还不够,还应清楚知识产生的背景、形成过程和形

成方法;准确把握知识的本质、结构,挖掘出数学知识

中蕴含的数学思想;还要明晰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进
而形成以核心知识点为节点的纵横交错的知识网

络[２]．在学习数学时,只有知道知识从哪里来,能解决

哪些问题,才能真正地理解数学并应用好数学;只有

经历知识产生、发展的过程,才能让学生真正地理解

知识,并将知识和方法转化为学习能力,形成正确的

数学观．为此,教师要清楚知识的逻辑结构,这样教学

才能有条不紊地顺利开展,才能让学生抓住学习的重

难点,从而进行科学的建构．

问题１　我们在学习函数时,一般从哪几方面来

研究呢?
设计意图:数学逻辑性强,在解决一个问题时往

往会涉及其他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只有将知识放在一

个系统中,才能使知识的学习更加自然,知识的应用

更加流畅．为此,教师引导学生回忆学习函数的过程,
将函数的单调性置于解决问题的系统中,从而丰富研

究方法,拓宽研究途径．
问题２　与初中函数单调性相比,高中阶段有哪

些变化呢? (从数学表达角度进行分析．)
设计意图:与初中知识相串联,通过区别和联系

呈现函数单调性的发展过程,让学生感受数学知识的

学习一般需要经历从直观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的过

程,从而在梯度变化中体验数学学习的乐趣．与此同

时,将函数的单调性从知识体系中提取出来,呈现本

节课的研究重点,明确复习方向．
问题３　说一说你是如何理解增函数的．
设计意图:通过开放性的问题引导学生结合自己

的认知进行多角度联想,通过合作交流构建起完整的

知识链．
问题４　单调性证明．
例１　已知函数f(x)的定义域为R．
(１)f(２)＞f(１)是函数f(x)在 R上为增函数的

条件;
(２)f(２)＞f(１)是函数f(x)在(０,＋∞)上不是

单调减函数的 条件;
(３)f(x)在 R上为单调增函数是其在(－∞,１)

和(１,＋∞)上都是单调增函数的 条件;
(４)函数y＝f(x)是区间D 上的单调函数,则直

线x＝a与函数f(x)图象有 个交点．
设计意图:借助实际应用强化对知识的理解,以

此促进知识的内化,提升解题能力．如问题(１)引导学生

从逆向理解,即若f(x)为增函数,f(x１)＞f(x２)⇒
x１＞x２;问题(２)则从反面出发,让学生深化理解减函

数;问题(３)则利用反例法来分析,让学生知晓若一个

函数有多个单调区间时,不能直接用“∪”连接;问题(４)
在理解单调区间与定义域关系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数

形结合意识．这样在问题的引领下,将教材中关于判断

函数单调性的问题进行串联,多角度呈现概念的重要

价值,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时善于回归概念,回归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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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本源．
在复习阶段切勿好高骛远,要重视回归课本,挖

掘问题的本质,进而通过知识点的整合和重建实现认

知结构的优化,让学生有能力去解决更有挑战性的问

题,提升解题信心和解题能力．

２理解学生

众所周知,脱离学生实际的教学必然是低效的,
为此,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一定要理解学生．教师要

清楚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清楚学生的思维特

点,清楚学生的困惑点和薄弱点,从而进行有针对性

的查缺补漏,挖掘出新的生长点,促进学生学习能力

的进一步提升．只有真正地理解学生,才能设计出符合

学生最近发展区的问题,让学生够得着又能有所提高．
同时,教学设计只有符合学生思维发展特点,符合学

生心理需求,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师生情

感的共鸣,从而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实践中

去,使课堂呈现勃勃生机[３]．
分析学生作业及课前测评时发现,学生在理解函

数的单调性上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①判断函数单调

性时容易忽视定义域;②将函数单调性的判断和证明

混为一谈;③对分段函数的单调性理解不够充分;④
在应用函数单调性解决问题时容易思维受阻．结合以

上学情,教师在复习阶段可借助练习帮助学生厘清问

题的来龙去脉,从而达到深化理解,灵活应用的效果．

例２　证明函数f(x)＝ex－
１
ex 在R上为增函数．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尝试应用不同方法证明,进

而总结归纳出证明函数单调性的一般方法,即定义法

和导数法,结合学生呈现的问题进行详细讲评,从而

构建证明函数单调性的方法系统．

例３　判断函数f(x)＝ex－
１
ex 在R上的单调性．

设计意图:与例２形成对比,通过区别和联系深

化知识的理解,同时整理归纳出判断函数单调性的方

法,如定义法、图象法、复合函数法和导数法等．

例４　若f(x)＝ex－
k
ex 在R上是增函数,求实数

k的取值范围．
设计意图:学生在遇到含参问题或反向推理问题

时容易出现思维障碍,借助例４充分暴露学生思维过

程,借助讲评培养学生的转化意识．如例４在求解时可

将其转化为求f′(x)≥０恒成立的问题,转化后的问

题更符合学生的认知,求解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例５　已知函数f(x)＝ex－e２－x．
(１)若f(x１)＞f(x２),求证:x１＞x２;
(２)若f(x１)＋f(x２)＞０,证明:x１＋x２＞２．
设计意图:本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主要考查学生

对单调性本质的理解．对于问题(１),可以将其转化为证

明函数单调性的问题．对于问题(２),可以构造函数y＝
f(x＋１)是奇函数且为增函数,由f[(x１－１)＋１]＋
f[(x２－１)＋１]＞０,得出结论;也可以回归概念,利用

反证法证明,假设x１＋x２≤２,因为x１≤２－x２,x２≤
２－x１,结合函数为单调增函数,可得f(x１)＋f(x２)＜０,
与已知f(x１)＋f(x２)＞０相矛盾,所以假设不成立,
则x１＋x２＞２．

结合学情设计了针对性的练习,充分暴露学生在

解决函数单调性问题时的障碍点,从而有针对性地进

行引导,带领学生走出思维误区．在教学中,只有理解

学生才能设计出符合学生最近发展区的问题,才能带

领学生走出“题海”,提高教学效率．

３理解教学

教学绝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教”与“学”应该是

有机的相互促进、协调统一的整体．在教学中,过多强

调“教”的意义而忽视“学”的价值,将影响教学的发展．
在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清楚知识的逻辑结构,还要清

楚学生的思维特点和认知规律,同时还要掌握科学的

教学方法,将“教”与“学”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将有逻

辑意义的新旧知识相串联,进而通过不断吸收和同化

形成清晰、稳定的认知结构．

例６　已知函数f(x)＝
x２＋３x,x≥０,
３x－x２,x＜０．{

(１)若f(２－a２)＞f(a),求实数a的取值范围;
(２)若f(２－a２)＋f(a)＞０,求实数a的取值范围．
设计意图:借助综合情境,考查学生应用单调性解

决问题的能力．第一问可直接利用函数的单调性进行求

解;第二问利用奇函数转化为f(２－a２)＞f(－a),结

合单调性来求解,虽然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其本质却

没有变．
数学题目千变万化,若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往往

可以在变化中找到一些不变的规律．这正是数学学习

的乐趣之所在,也是数学教学的价值所在．
总之,以“三个理解”为出发点,让数学知识的发

生、发展顺应学生的思维发展,这样的教学是自然流

畅的,既有活力又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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