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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节
“

立体几何
”

高三第一轮复习课的思考

郑 良 （安徽省合肥市第 四 中学 ）

摘 要 ？

．
以 （ 综合法 ） 立体 几何 高 三 第

一 轮 复 习 课 的 五道例 题 的 教 学 为 载体 ， 呈 现教 学 的 基本流程 ， 结 合案

例 给 出
“

变 式 教 学 ， 变 出 精彩
” “

适 当 延拓 ， 指 明 方 向
” “

直 觉 先行 ， 逻辑跟进
” “

重视 实 物 ， 善 用 技 术
” “

构 建整

体 ， 规 范表达
”

教 学 实 践 以 及笔 者 的 教学 思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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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第
一轮复 习课不好上 ， 如教学 内 容难度 的把

控 ， 若难度较低学 生 就会觉得索然无味 ， 无法激发他

们 的兴趣 ， 而难度过 高 学生 就会感 到望尘莫及 ， 严重

挫伤他们 的 自 信 ； 又 如 课 堂教学资料 的 调 配 ， 若对教

材 的简单重现 ， 回 归 教 材 就会流 于形式 ， 若过于依 赖

复 习 资料则会异化为
“

题海 战术
”

等 。 高三第一轮 复

习 课到底怎样进行教学 ？ 笔者所在学校 高三实验班

数学教师 Ａ 开设 了 （综合法 ） 立体几何 的 复 习 课 ， 下

面简要呈现课堂教学过程 ， 结合学科组评课意见及笔

者 的教学实践给 出 教学思考 。

１ 教学过程呈现

例 １ 如 图 １ ， 在 棱 长 为 ２

的正方体 中 ，

Ｅ
，
Ｆ

，
Ｇ 分别为 的

中点 。 点 Ｐ 在底 面 ＡＢＣＤ 内 ，

若直线 与 平 面 ＥＦＧ 无公

共点 ， 则 线 段 Ｄ
，

Ｐ 长 的 最 小值

是 （ ） 。

Ａ ．
—Ｂ ．２Ｖ２Ｃ ．２Ｖ３Ｄ ． Ｖ６

部分学生给 出 图 ２
， 由 平面 Ｄ

， 
ＡＣ／／平面 ＥＦＧ 得

出 点 Ｐ 的轨迹 是直线 ＡＣ 。 教 师追 问 如 何找 到平面

Ｄ
，

ＡＣ 并使 平 面 ０
，

々 ＜：／／ 平 面 ￡ＦＧ ？ 点 Ｐ 在 直线

Ａ Ｃ 上满 足条件 ，但满足条件 的点 Ｐ 是否一定在直线

Ｄ
，ＧＣ

，

图 １

Ｄ
， Ｇ

／ｒ＼＼ｉ ＼

／
＇

；
！ＶＷ ｉ

Ｋ

ＡＣ 上 ？ 引 发学生 的 理性思考 ，

揭示 出 解答的缘 由 ： 过平 面 ＾ 外

一点有且 只 有 一个平 面 ＃ 满 足

平面
；

８ ／
／平面 解决本题 的关

键是确 定过点 Ａ 与 平 面 ＥＦＧ

平行的平面 ， 根据
“

第 三个平面

分别与两个平行平 面 的 交 线 平

行
”

应先找 出 过点 Ｅ ，
Ｆ

，
Ｇ 的正方体 ＡＢＣＲＡｊ ｉ Ｇ Ｄ ，

的截面 。 师生借助公理确 定截面 ＥＦＨＧ ／／ ， 如 图 ３
，

从而确定点 Ｐ 的 轨迹 为

线段 ＡＣ ， 故 当 点 Ｐ 为线

段 ＡＣ 的 中 点 时 ， 线 段

的长取得最小值 ， 最

小值 为 最 后 教 师 总

结空 间 几何 体 的 截 面 的

概念 ， 强调解决 问 题要注

重结 果 ， 更 要 做 足 过 程 。

…

ｆｆｌ ３

即要从 问题的结构形式 出 发找准切人点 ， 追求思维过

程的 自 然与简捷 ， 完善逻辑推理过程 。

例 ２如 图 ４ ， 在 棱 长 为 ６

的正方体 中 ，

Ｅ
，
Ｆ 分别 在棱 与棱

上 ，且 求几何

体 ＥＦＣＶＤＢＣ 的体积 Ｖ
。

教师分别 展示 学 生 的 解 题图 ４

Ｍ

Ｃ

＊ 本 文 系 ２ ０ ２ １ 年度 合肥市教 育科学规划课题
“

核心 素养导 向 下 的 高 中 数学单元教学课 例研究
”

（ 课题编 号 Ｈ ＪＧ ２ １ ０ ９ ８ ） 阶段性

研究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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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下面先呈现三种典型 的错误解法 。

错解 １
： 如 图 ５

， 联 结 ＤＦ
，

， 则 几何 体 ＥＦＣ
ｉ
ＤＢＣ 被

分割成三棱锥 及 四 棱

锥
ＥＫＴＢＦＧ ，所以＋

ＶＤ ＣＢＦＣ
ｉ

＝
１ ２ ＋ ５ ４ 

＝
６ ６ 。 故几何

体 ＥＦＱ －ＤＢＣ 的体积为 ６ ６ 。

错解
２

：
＼
＾＝

Ｖ＾Ｅｊ
ｒ

ｑ
＋ ＶＭＣＣ

Ｊ

，

几何体 ＥＦＱ
－ＤＢＣ 的体积为 ７ ２ 。

錯解＋故几

何体 ＥＦＱ
－ＤＢＣ 的体积为 ７ ２ 。

由几何体的某个顶点与其他所有顶点连线 ，将该

几何体分割成若干个棱锥 ，则该几何体的体积转化为

这若干个棱锥的体积之和 。 空 间几何体确定 ，体积必

然存在且唯一 。 结果为什么不 同 ？ 抽丝剥茧 ，层层深

人 ， 出 现 以 上 错 解 的 学 生 均 按 Ｂ
，
Ｄ ， Ｅ ， Ｆ 共 面 对

ＥＦＱ －ＤＢＣ 进行分割 ， 事实上 ，
ＥＦ 与 ＤＢ 为异 面直

线 。 出现问题的根源既已找到 ，尝试解答的殊途同归 。

解法 １
： 如 图 ６

， 取 Ｃ
ｉ
Ｄ

ｉ 的

中点为 Ｇ ，联结 ＧＦ ， ＧＤ ， ＤＦＪ ！１

有 Ｂ ， Ｄ ，
Ｇ ， Ｆ 四点共面 ， 故

Ｖｏ＾ ｄｂｃ＋
＇

ＶＶｄｈ； 

＝
６３＋ ３ 

＝
６６ 。 故

几何体 ￡凡彳
－ＤＢＣ 的体积为 ６ ６

。

解法 ２
： 如 图 ７ ， 在棱

上取 〇 只＝ ４
， 联结 则有 Ｂ ，Ｄ ，

ｆ：
，
Ｈ 四

点 共 面 ， 故Ｖ
＝

Ｖ＆Ｅｒａ 

＝
７ ６
＿

４ 

＝
７ ２

。 故几何体 次／ Ｉ／ ｆ^ｌｆ

的体积为 ７ ２ 。

学生给 出 解题依据 ： 解法 １

中平面 ＢＤＧＦ 将几何体 ＥＦＱ 

－

ＡＢ

ＤＢＣ 分 成 三 棱 台 ＧＦＱ 

－ＤＢＣ图 ７

和三棱锥 Ｆ－ＤＥＧ 这两个几何体 ，此时 ＥＦＱ 

－ＤＢＣ 为

凹多面体 ； 解法 ２ 将几何体 ＥＦＱ
－ＤＢＣ 先补成三棱

台 再割 去三棱锥 ＆ＥＦＧ ， 此时 ＥＦＣ
，

－

ＤＢＣ 为 凸 多面体 。 图 ６ 与 图 ７ 非常直观 ， 但解法 １

与解法 ２ 的结论却不 同 。 学生通过査找发现计算没

有错误 ，几何体的分割也没有重复或遗漏 。 问题到底

出在哪里 ？ 通过思辨 ， 发现解法 １ 中联结 ＤＦ ， 解法 ２

中联结 Ｂ￡ 得到 的 图形并不相 同 。 学生 经过合作交

流得到 ：平面 四边形 ＡＢＣＤ 为ＡＡＢＤ 与ＡＢＣＤ 的组

合图形 ， 也为ＡＡＢＣ 与ＡＡＣＤ 的组合 图 形 ； 而空 间

四边形 ＡＢＣＤ 则不宜看成ＡＡＢＤ 与ＡＢＣＤ 及ＡＡＢＣ

ＡＥ ＧＣ
，

图 ６

ＡＥＣ
，

＝
１ ２ ＋ ６ ０ 

＝
７ ２

。 故

与ＡＡＣＤ 的组合 图 形 ，

一般从面积 角 度 即 可看 出 。

另外 ，不共面的 四点 Ｂ
，
Ｄ ， Ｅ ， Ｆ 能构成哪些 图形 ？ 即

几何体 ＥＦＱ －ＤＢＣ 未必为空间 多面体 。 题 目 既然未

明确几何体 ＥＦＧ
－ＤＢＣ 的构成 ， 自 然无法计算其体

积 ， 因此本题是一道错题 。 教师强调解题时要将直观

感知与理性思维结合起来 ， 如 用 图来 引 导 ， 而不能被

图所误导 ，强化规范作图 ；叙述指 向 明确 ，语言表达精

准简练 ， 而不能含混不清 、词不达意等 。

例 ３如 图 ８
， 四边形 ＥＦＧＨ

为 四面体 ＡＢＣＤ 的
一个截面 ，若四

边形 ＥＦＧＨ 为平行 四边形 ，
ＡＢ 

＝

４ ，ＣＤ＝ ６ ，求四边形 ￡ＦＧＨ 的周长

的取值范围 。

解析 ： 因 为 四边形 为

平行 四 边形 ， 所 以 ＥＦ ／／ ＧＨ ， 又 平 面 ＢＣＤ ，

ＧＨ ＣＺ平面 ＢＣＤ
，所 以 平面 ＢＣＤ 。

又 ＥＦ ＣＺ平 面 ＡＣＤ
， 平 面 ＡＣＤ Ｈ 平 面 ＢＣＤ 

＝

ＣＤ
， 则有ＥＦ ／／ＣＤ ， 同理可证 ＥＨ ／／ＡＢ 。

设￡Ｈ
＝

ｘ ， ｆ：Ｆ＝ ３
？

， 因为￡＾ ／／ ０〇 ，
￡孖 ／／八石 ，所

Ｕ＇

ＡＢ
＝＝

ＡＣ
，

ＣＤ
＝

ＡＣ
＾

ＡＢ
＋
ＣＤ

＝

ＡＣ
＋
ＡＣ 

＝

１
°

Ａ

又ＡＢ 

＝
４

’
ＣＤ＝ ６

，则ｆ
＋
晋
＝

１
，从而 ：ｙ

＝
６

（

ｌ 

—

ｆ 

）
，

０＜ ：ｒ＜ ４
，所 以 四边形 ＥＦＧＨ 的 周 长 Ｚ

＝
２ （ ｘ＋ ３〇

＝

１ ２
—

工 。 由 ｘ ６ （ 〇 ，
４ ） ， 得 ／ £ （ ８ ， １ ２ ） 。 所 以 四 边形

ＥＦＧＨ 周长的取值范围为 （ ８ ，
１ ２ ） 。

师生共同总结 ： 根据 四边形 为平行 四边

形 ，推 出 ￡＾７／０）
，
￡７１／／４６ ，进而建构求解 目 标关于

某变量的 函数 ，转化为 函数的值域问题 。

例 ４ 如 图 ９
，在各棱长为 ２ 的

正三棱锥 Ａ－ＢＣＤ 中 ， 平面 《 与棱

ＡＢ
，ＡＤ ，

ＣＤ ， ＢＣ 分别相交于点 Ｅ
，

Ｆ
，
Ｇ

，
Ｈ

， 则 四边形 ＥＦＧｆｆ 的周 长

的最小值是 （ ） 。

Ａ ．１Ｂ ．２

Ｃ ．３Ｄ ．４

图 ９

解析 ：将正三棱锥 Ａ－ＢＣＤ 展开为平面 图形 ， 即把

ＡＡＤＣ 沿着 ＡＤ 翻 折 与 ＡＡＤＢ 共面 ， 再把ＡＤＢＣ

沿着 ＢＣ 翻折到 平 面 ＡＢＣ 中 ， 再把这个面沿着 ＡＢ

翻折到平面 ＡＤＢ 中 ， 如 图 １ ０ 。

当 Ｅ ， Ｆ ，
Ｇ

，
Ｈ 四 点共线时 ， 图 ９

中 四边形 ＥＦＧＨ 的周长的最小

值为 ２＋２
＝

４ 。 此 时 四 边 形

Ｃ
＇

ＡＣ

Ｄ
，

ＢＤ

图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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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ＧＨ 为平行 四边形 ， 确保 Ｅ
， Ｆ ，

Ｇ ， Ｈ 四点共面 。

教师点评 ： 求 四边形 五ＦＧＨ 的周长的最小值 ， 可

考虑建构该周长关于某变量的 函数关系 ，进而转化为

求 函数的最小值 。 也可先确定某个值 ， 然后再说明其

是该周长的最小值 。 如何保持 ￡
，
Ｆ

，
Ｇ

，
Ｊｆ 四点共面 ？

对于多动点 问题 ，较难处理 。 在本题 中 ，对于 图 １ ０ 中

任意共线 的点＾＾石 ： ／＾ 均能保证 ＾：＾＾只 为平面 四

边形 。 平面四边形 ＥＦＧＨ 的周长有无最大值 ？ 若有

最大值 ，最大值是多少 ？ 直观上 四边形 的周

长逼近ＡＤＡＣ 的周长 。

例 Ｓ已 知 正 四 棱锥 Ｓ ＡＢＣＤ 的侧 棱 长 为 ４
，

ＺＡＳＢ＝ ３０
°

， 在侧棱 ＳＢ
，
ＳＣ

，
ＳＤ 上分别取点 Ｅ

，
Ｆ

，

Ｇ ，则 四边形 ＡＥＦＧ 周长的最小值是


。

教师在学生解答后给 出变式 ： （ 以上条件不变 ）使

四边形 ＡＥＦＧ 的周长最小时 的 Ａ
，
Ｅ

，
Ｆ

，
Ｇ 四点是否

共面呢 ？
一般地 ， 已 知 正 四棱锥 Ｓ

￣Ａ Ｊ３ＣＤ ， ＺＡＳＢ 

＝

ａ
（

０＜？＜Ｄ ， 在侧棱 ＳＢ
，
ＳＣ

， ＳＤ 上分别取点 Ｅ
，
Ｆ

，

Ｇ
，则 四边形 Ａ￡ＦＧ 的周长取最小值时 ， 点 Ａ

，
Ｅ

，
Ｆ ， Ｇ

是否共面 ？

学生思考 、交流 ，不能给 出 完整解答 ，教师展示答

案如下 。

解析 ：将正 四棱锥 的侧面

沿着 ＳＡ 剪开并铺在一个平

面上 ，如 图 １ １ 所示 ， 则 四边形

ＡＥＦＧ 周长 的最小值 即 为线

段 ＡＡ
ｉ 的长度 ， 且 Ｅｍ ＦｐＧ

分别对应于图 １ ２ 中 的 ￡
，
Ｆ

， Ｇ 三点 。 不妨设正 四棱

锥 ＆ＡＢＣＤ 的 侧 棱 长 为 １
， 得 ＡＡ

： 丄 ＳＰ＼ ，
ＳＰ＼

＝

ｃｏｓ２ 〇 ； ，
ＡＢ 

＝
２ ｓ ｉｎ

Ｉ
。

假设 ＡＪＪＡ 四 点共 面 ， 又 ＳＣ丄 ￡Ｆ
，
ＳＣ丄

ＦＧ ，
￡ＦＣ：平面 

ＡＥＰ
＂

Ｇ
，
ＦＧＣＩ平面ＡＥＦＧｊＰ

＇

ｆ ｌ 
ＦＧ＝

Ｆ ，所 以 ＳＣ丄平面 ＡＥＦＧ 。 又 匚平 面 ＡＥＦＧ
， 所

以 ＳＣ丄ＡＦ 。 作 ＳＯ丄平面 ＡＢＣＤ
，垂足为 Ｏ ，则 ＡＯ＝

Ｖ＾ ｓ ｉｎ
｜

■

， 则ＳＯ
＝

７ＳＡ
＾Ａ＾

＝＝

Ｖ
ｃｏ ｓａ〇

在ＡＳＡＣ
中 ， ｖＷ＾

？２Ｖ２ ｓｉｎ
－

｜
，

故
ＳＦ＝

ＶＳＡ
２ －ＡＦ

２
＝

丨
２ ｃ〇 ｓａ

—

１
１

， 由０＜ａ＜
ｊ

，得

—
（ｆ ａ

）
， 即ＳＦ

＝
２ ｃｏｓａ

－

１
， 比较 图 １ １ 和 图 １ ２

， 由 Ｓｆ 

＝

ＳＦ
ｉ ， 得２ ｃｏ ｓａ １

＝

ｃｏｓ２ａ
＝

 ｃ

２ ｃｏｓ

２

ａ
＿

ｌ
，所 以ｃｏ ｓａ 

＝
０ （舍 ）或

ｃｏｓａ 

＝
ｌ （舍 ） 。

因此 ， 四边形 Ａ￡ＦＧ 的 周 长取最小值时 ， 点 Ａ
，

Ｅ
，
Ｆ

， Ｇ 不共面 。

教师点评 ： 当 四边形 Ａ￡ＦＧ 的周 长最小时 ， 该 四

边形 ＡＥＦＧ 为空间 四边形 。 即若四边形 ＡＥＦＧ 为平

面 四边形时 ，无法取到最小值 ４斤 。 那它 的最小值又

是多 少 ？ 即 已 知 正 四 棱锥 ＆ＡＢＣＤ 侧 棱 长 为 ４
，

ＺＡＳＢ＝ ３ ０

°

，过点 Ａ 作截面与侧棱 ＳＢ
，
ＳＣ

，
ＳＤ 分别

交于 Ｅ
， Ｆ ，Ｇ ， 求截面 ＡＥＦＧ 的周 长 的最小值 。 感兴

趣的读者可尝试深人研究 。

２ 教学思考

本节课 中 心 明 确 、 主题鲜 明 ， 即 以空 间几何体的

截面为主线 ，研究空 间 几何体的位置关系 、性质及度

量 。 其 中例 ５ 从 四边形 ＡＥＦＧ 的周长的最小值 出发

研究 Ａ
，
￡

，
Ｆ ， Ｇ 四点是否共面 ，进而探究截面 四边形

ＡＥＦＧ 的周长 的最小值 。

２ ． １ 变式教学 变 出精彩

变式教学 ，通过改变问题的非本质属性进一步达

成对数学本质的理解 ，促使学生在对 比辨析 中增强思

维的逻辑性和严谨性 ，培养多角度思维的灵活性和发

散性 ，是帮助学生理解数学本质的重要途径 。 通过变

式 ， 问题 由 简单到复杂 ，使学生的认识从肤浅到深人 ，

从现象到本质 。 如 例 １ 中若直接证 明平面 Ａ ＡＣ ／／

平面 ￡ＦＧ
， 试题 的难度就大大 降低 。 若 （ 已 知 平面

Ａ ＡＣ／／平面 ＥＦＧ ）利用平行平面 的性质就容易得到

截面 ＥＦＨＧＩＪ 。 考虑 到学生基础较好 ， 授课教师 Ａ

安排的试题的起点稍 高 。 以例 １ 的形式安排是适当

的 ，教师的追 问还原 了学生 的思维过程 ， 促进学生理

性思维的发展 。 例 ３ 与例 ４ 均 为空 间几何体的截面

四边形的周长 问题 ， 但两类 问题 的条件不尽相 同 ， 导

致问题解决的方式迥异 。

２ ． ２ 适 当 延拓 指 明方 向

数学教学本质上是培养人的思维能力 ，学生运用

学到 的数学知识去认识世界是我们 的教育价值所在 。

因此 ，教师在课堂上把握教育时机与学生一起发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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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问题 、分析与解决 问题是数学教学 的重要方面 。

对于截面 ， 高考一般只涉及正方体等简单几何体的特

殊截面 ，而授课教师 Ａ 在例 ４ 与例 ５ 的总结中分别提

出 了 自 己 没有解决 的 问题 ， 是锦上添花还是 画 蛇添

足 ？ 学科组部分教师认为探究高考未必考查 的 内 容

不仅浪费学生 的时 间 ， 还给 自 己 带来麻烦 （加重教师

研究的负担 ） 。 也有部分教师认为教师的教学要立足

高考 ，但不应止于高考 ，还要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发展 。

目前 ，多数教师唯高考分数为指挥棒 ， 对于学生在高

考中得分较低的问题甚至抛开不讲 。 笔者认为 ，教师

向学生展示真实的探究过程与结果 ， 引 领学生经历 问

题的发现 、提出 、思考 、 （没有或部分 ）解决的过程是十

分珍贵的 ，让学生 明 确探究 的方式方法 ， 提升学生 的

学习信心 。 如通过上述问题的提 出 ， 可 以强化学生对

元素是否共面的探究意识 ， 同时 尚 未解决的 问题更能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 在他们心 中种下探究的种子 。

对于某个阶段 的特定 内容 ，教学 目 标相对 固定 ，

但教师教学时应根据学情对阶段性教学 目 标进行适

当调整 。 例 ２ 通过对空 间几何体的模型化 （标准化 ）

处理 ，产生认知 冲 突 ， 进而对矛盾 的根源进行追踪 。

引领学生了解 凸多面体与 凹多面体的 区别 ， 初步认识

错解 的缘 由 。 通过分析与辨识 ， 揭示 出求空 间几何体

的体积问题的一般方法 ，使学生强化等价转化的意识

和提高等价转化 的能力 。 由 于前 ４ 道例题截面背景

的铺垫 ， 例 ５ 中探寻 四边形 ＡＥＦＧ 是否共面水到 渠

成 。 授课教师 Ａ 根据几何体的展开与折叠前后各几

何量的关系构造方程进行求解 ， 后续还可利用坐标法

进行判定 。

２ ． ３ 直觉先行 逻辑跟进

数学家庞加莱说过 ：

“

逻辑用于论证 ，直觉用于发

明
”

。 这对于数学创造活动中直觉思维 的作用的论述

是十分精辟 的 。 所 以 必须运用发展 的 目 光看待直觉

思维 ，转变观念 、 提高认识是培养直觉思维 的前提 。

解题中 的
“

错误
”

不一定是坏事 ，关键是看如何转化 ，

将不利变为有利 ， 即将
“

错误
”

作为宝贵 的资源 。 例 ２

能很好地提高学生的质疑精神与能力 ，让学生更加关

注结论成立 的先决条件 ， 培养学生遵循规则 的 意识 。

如何理解试题 中 的
“

如 图所示
”

？ 即 怎样理解配 图 中

的各对象内部及相互之间 的位置关系 ？ 无论如何都要

通过文字或符号语言加 以说明 ，进而规避解题者主观

理解上的差异 ，实现命题者与解题者认识上的统一
［ １ ］

。

２ ． ４ 重视实物 善用 技术

教师能够处理一些相对复杂 的 空 间几何体 的 问

题 ，除与教师对相关知识理解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及丰

富的解题经验之外 ，更是 由教师具有较高 的空 间想象

能力所决定 。 如何培养学生 的空 间 想象能力 ？ 笔者

认为数学教学要加强实物模型与教具的使用 ，让学生

看一看 、摸一摸 、做一做 ，

一次实践操作可能好过多次

说教 ，使认识从具体到抽象 ， 同 时强化必要 的信息技

术手段 ，通过动画演示等手段化抽象为直观 。 如对复

杂 的空 间几何体可通过 （ ３Ｄ 技术打 印 ） 实物展示 ， 然

后让学生离开实物去想象该几何体 的形状 。 目 前多

数数学教师只是 了解普适信息技术 ， 而对教学 中 常用

的信息技术及专题教学活动所需要 的信息技术则 没

有掌握 ，而相关的 网络资源也相对稀缺 。

在教学中运用现代技术时 ， 既要考虑数学 内容的

特点 ，又要考虑信息技术 的特点与 局 限性 ， 把握好两

者的有机结合 ，利用计算器和计算机 的优势 ， 确 实对

学生的学习 和教师的教学起到促进作用 ，这是一个基

本原则 。 当我们鼓励学生运用现代技术学 习数学时 ，

应让他们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 的飞速发展方便了 数

学教学 ，为教与学注人 了新 的 活力 。 但是 ， 现代信息

技术不能替代艰苦的学 习 和人脑缜密 的思考 ， 它只是

作为达到 目 的 的一种手段 、

一种重要 的工具 ， 要合理

而非盲 目地使用信息技术
［ ２ ］

。

２ ．Ｓ 构建整体 规范表达

髙三第一轮复习 的基本任务是夯实基础 、构建联

系 。 数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 教材编者基于学情将

数学知识模块化 、 主题化 ，教师教学应抓住教学主线 ，

分阶段将知识逐步教授 。 教学 中 以 旧 迎新 、 逐步深

化 ，进而触类旁通 ， 构建数学整体 。 学生要想形成 网

络结构 ，构建知识整体 ，要深刻理解每部分 内容 ，规范

表达 ，避免对问题似是而非 的认识 ， 还要多 角 度全方

位地理解教材 ，在处理综合问题不至于思维断线 。 教

学应以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 已有 的经验为基础 ，严

谨地思维 ，规范地书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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