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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数学第一轮复习教学的若干思考
———从一节立体几何复习课说起

叶 翔

高三一轮复习课怎么上，如何才能高效开展一轮
复习教学工作，是每一位高三教师要思考的问题。本文
以一节高三一轮复习课为例，从高三复习课中基础知
识的呈现方式、高三复习课中例题的选取、高三复习课
中多媒体课件和传统课堂板书的使用等方面阐述如何
合理设计一轮复习课，更好地开展一轮复习教学工作。
高三一轮复习正有序展开。高效的一轮复习课是

数学教师的不懈追求。近日，一节高三一轮复习公开课
引发了笔者的一些思考。

一、复习课课例
教师要求学生提前做好一轮复习配套资料中《空

间角》一节例题与变式题并制作与之配套的教学课件。
主要教学思路如下：
第一环节：考试大纲展示（考情考点分析）；
第二环节：基础知识梳理；
第一环节和第二环节以课件展示为主，教师带着

学生将考试大纲和基础知识点（配套教辅中的《知识梳
理》）梳理一遍。
第三环节：例题讲解与变式训练
题型 1 异面直线所成的角
例 1 如图 1，直三棱柱 A1B1C1─

ABC中，∠BCA=90°，点 D1、F1分别是
A1B1、A1C1的中点，若 BC=CA=CC1，求
BD1与 AF1所成的角的余弦值。

题型 2 直线与平面所成的角 图 1
例 2 如图 2，已知长方体 AC1中，棱 AB=BC=3，棱

BB1=4，点 E是 CC1的中点。求：ED与平面 A1B1C所成
角的正弦值。

图 2 图 3
题型 3 二面角
例 3 如图 3，四边形 ABCD 是一直角梯形，

∠ABC=90°，SA⊥平面 ABCD，AD= 1
2
，SA=AB=BC=1，

求面 SCD与面 SBA所成二面角的余弦值。
变式训练：
1.如图 4，在四棱锥 P-ABCD中，底面 ABCD是矩

形，PA⊥底面 ABCD，E是 PC的中点，已知 AB=2，AD=
2 2姨 ，PA=2，求：

（1）三角形 PCD的面积；
（2）异面直线 BC与 AE所成的角的大小。

图 4 图 5
2. 如图 5，直角梯形 OABC中，OA∥BC，∠AOC=

90°，SO⊥面 OABC，且 OS=OC=BC=1，OA=2.求：（1）OS
与面 SAB所成角的正弦值；
（2）二面角 B－AS－O的余弦值。
第三环节是教师讲解并配以课件展示，每个例题

及变式题都遵循“建系———找点———找向量———求角”
的思路讲解。
第四环节：小结与作业（略）。
二、几点思考
1.高三复习课中基础知识的呈现方式
本课例中教师是通过罗列概念和公式给出基础知

识，情形正如章建跃博士所言：“大量数学教师在课堂
上没有抓住数学概念的核心进行教学，学生经常在没
有对数学概念和思想方法有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就盲目
进行大量的解题操练，导致教学缺乏必要的根基，教学
活动不得要领。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学数学，完成了无
数次解题训练，但他们的数学基础仍非常脆弱。”这种
罗列对优等生没有新鲜感；对学困生来说，他们在高
一、高二没掌握的概念和公式还是记不住，用不了。因
此，在数学一轮复习中，还应该以问题串形式呈现基础
知识。这样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帮助学生真正理解概念，掌握数学的基础知识，完成对
知识的重组，逐个击破知识点。

2.高三复习课中例题的选取
例题的设置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掌握知识点，典型

例题的设置更加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以及更好地考查
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所以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一
定要精心准备例题，特别是与课堂教学内容相结合的
例题，让学生可以根据课上所学，来解答出现的问题。
例题的选择要突出基础性，难易适中，分步设问、重视
通性通法的训练。例题还应具有典型性，在内容上直
击重点知识，在解题中体现典型方法，能够一题多解，
一题多变，通过一道例题能复习诸多知识点和诸多解
题方法，真正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正如数学教育家
波利亚所说：“一个专心的认真备课的教师能够拿出一
个有意义的但又不复杂的题目，去帮助学生挖掘问题
的各个方面，使得通过这道题，就好像通过一道门户，
把学生引入一个完整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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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三复习课中多媒体课件和传统课堂板书的使用
不可否认，多媒体教学资源尤其是多媒体课件的

应用所带来的便利和优势是其他教学手段无法比拟
的。但也容易造成学生的视觉疲劳，整堂课容易成了
课件的演示课。整节课只是声像音画的不断变换和展
示，而看不到教师的引导，看不到学生的思维。而板书
有时却有着多媒体所无法代替的优越性。比如板书可
以长时间保留、可以与思维同步、可以曝光步骤过程、
可以实现整体目标。因此，在解题教学占很大比重的
高三数学一轮复习教学中，虽然高三课堂时间紧，但每
节课教师都应做到示范一道题的解答过程。如果时间
允许，也可安排学生板演，这样能更好地规范解题过
程，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从而达到科技和传统
的完美结合。

4.高三复习课中讲授式教学和探究式教学
本课例中，学生对向量法求空间角的有关知识来

自于教师的举例说明，是接受记忆的学习方式。然而，
“实践———反思———提炼———再实践”才是有效的学习
方式。个体数学思想方法的形成，只靠“告知”是难以
实现的。只有通过自身的实践和反思，才能学会并运
用自如。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复习
课中我们也可以融入自主探究的环节，学生在老师提
出问题后，通过积极地寻找思路、结合所学、开拓思维、
自我总结等一系列环节过后，真正理解并掌握方法，并
顺利解答难题。因此，老师的讲授法与学生的自主探
究法并不矛盾，而且可以将二者结合，共同应用到教学
中。在素质教育日益发展的今天，纯粹的“填鸭式”教
学并不可取，教师与学生应该共同参与进来，老师是引
导者，而学生应该起着主导作用，学生参与度的增加可
以更好的活跃课堂气氛，生生交流与师生交流的频率
也相应得到提高。

三、数学一轮复习课的合理设计
基于上述的思考和分析，可以对上文课例中的主

要教学思路进行如下的改进：
第一环节：巧妙设置导入，引出复习内容
老师收集近年来的高考题，主要收集各省市的高

考试题中的立体几何部分—空间角的内容，在表格中
进行归类，并标注相关分数。

第二环节：复习已学知识，明确知识框架
使用多媒体课件进行展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设

置问题并提问学生，帮助学生归纳总结知识点，构建知
识框架。
问题 1：明确三个概念：什么是异面直线所成角？

直线与平面所成角以及平面与平面所成角的区别？
问题 2：明确角的大小范围，比如异面直线所成角

的大小、直线与平面所成角以及平面与平面所成角的
大小？
问题 3：在图一中 AB、CD是两条异面直线，则 AB

与 CD所成的角与它们的方向向量的夹角有什么关系？
问题 4：在图二中，直线与平面所成的角与直线的

方向向量、平面的法向量是相同的吗？
问题 5：二面角与两平面的法向量相同吗？（图三、

图四）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问题 6：用合适的式子来表示异面角、二面角、直

线与平面的夹角与向量夹角的关系？
老师引导学生解答这些问题，并学会利用向量的

内容来解答立体几何的部分问题
第三环节：精讲典型例题，备战试题考点
例 在四棱柱 S-OABC中，底面

OABC 为直角梯形，OA 与 BC 平行，
∠AOC=90°，SO垂直于底面，且 OS、
OC、BC 的长度都为 1，OA 的长度等
于 2。求：
（1）SA和 OB所成的角的余弦值；
（2）OS与平面 SAB所成角的正弦值；
（3）二面角 B－AS－O的余弦值。
学生思考，老师提问同学们，并在黑板上列出解题

步骤，规范解题过程的书写形式。
第四环节：小组合作解题，培养探究能力
1.课后练习
右图是一个长方体，底面 ABCD

是边长为 1的正方形，点 E是 CC1的
中点。求：
（1）BE和 A1C所成角的正弦值；
（2）ED 与平面 A1B1C 所成角的

正弦值；
（3）二面角 E-BD-C的余弦值。
学生自主完成练习，老师引导，在做题结束后将答

案放在幻灯片中，学生自己核对并修改，提倡小组合作
交流。

2.课后提升训练
根据刚刚完成的练习题，小组成员进行改编问题

或者已知条件，得到一组新的试题，每组成员都出一道
题，两组互换问题并解答，结束后交流过程与心得。真
正实现以学为主的教学效果。

第五环节：构建完整体系，活动创新思维
问题 7：在本节课的学习中，真正理解空间角的解

题方法。
问题 8：交流学习心得，提出困惑。
（1）将空间问题平面化：立体几何平面化与空间向

量平面化；
（2）将立体问题向量化：解题的关键是找出直线的

方向向量与平面的法向量；
（3）将向量问题坐标化：用向量坐标解答平面角。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北市实验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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