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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高三,高耗低效的题海战术随之而来,学生

苦不堪言.如何打破这种困境? 笔者认为,当务之急

就是要解决“如何少做题,又能提高解题能力”的问

题.结合多年高三的教学经验,发现“变式训练”不失

为一良策,下面总结了变式训练的几个角度,现与大

家一起分享.

1　从同一知识的认知层次视角进行变式

同一知识可以从不同的认知层次进行考查,在高

三复习中,我们可以就同一知识在不同思维层次上进

行变式,深化学生对概念本质的理解.

例 1 　 已 知 a ≠ 0,函 数 f (x)=
2x+a, x<1,

-x-2a, x≥1,{ 若f(1-a)=f(1+a),则a的值

为 .

变式　已知函数f(x)=
x2+1, x≥0,

1, x<0,{ 则满足

不等 式 f(1-x2)>f(2x)的 x 的 取 值 范 围

是 .
例1以“分段函数”作为载体,考查学生对函

数3要素的理解与掌握.变式增加了学生认

知的难度,在实数集上,变式中的函数f(x)并非单调

递增,在问题解决上需要学生对函数单调性有深刻的

理解,然后由
1-x2>2x,

1-x2>0,{ 解得x∈(-1,2-1).

2　从问题条件的设计视角进行变式

一个具体的问题,如果改变问题条件往往可以促

进学生从多个角度对重点知识或问题的本质进行思

考,深化对结论的认识.

例2　若函数f(x)=x+ 1
x-2

(x>2)在x=a处

取最小值,则a=(　　).

A　1+ 2;　　B　1+ 3;　　C　3;　　D　4

变式1　当x≠2时,函数f(x)=x+ 1
x-2

是否

存在最小值? 请说出理由.

变式2　当x>3时,试分析函数f(x)=x+
1

x-2
能否取到最小值4.

例2难度不大,难以深化学生对“均值不等

式”的使用条件的认识与理解,通过问题条

件的变化,帮助学生有效回顾、思考多个结论及其原

因:“为什么均值不等式中2项要是正数?”“为什么2
项的和或积要是定值?”“为什么等号可以取到?”,从
而深化认知.

3　借学生的错误进行变式

在高三复习教学过程中,不难发现学生在初学时

容易出错的内容,到了高三更容易错.笔者认为,为了

有效减少学生出错的频率,我们应该在平时的复习中

从学生的错误出发,进行变式训练,引导学生重新对

问题进行思考,自主发现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存在的

错误.

例3　若不等式4x-(m+1)2x+1>0对任意

x∈R恒成立,求实数m 的取值范围.
变式1　若不等式4x-(m+1)2x+1>0有解,求

实数m 的取值范围.
变式2　若方程4x-(m+1)2x+1=0有解,求实

数m 的取值范围.
例3这类问题学生在新授课时就容易错,到
了复习时也是如此,典型的错误是:“令2x=

t,则原命题等价于t2-(m+1)t+1>0恒成立,由二

次函数知识可得Δ=(m+1)2-4<0⇒-3<m<1.”
如何处理学生的错误? 如果直接抛出正确的答案,效
果不佳,怎么办? 在进行变式训练前,以学生的错解

为生长点,笔者要求学生从如下几个角度进行思考、
讨论与交流:1)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错解? 即思考出

错的原因;2)这个错解是否可以走向正解? 即在思考

原有错解的基础上能否弥补;3)除了这种方法外,还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即思考一题多解.通过上述几个

问题的引导,学生不仅可以找到出错原因,在讨论中

还能总结出如分离参数法、导数法等解题方法,然后,
再给出变式1、2进行训练,巩固学生的认知.

总之,要想更好地将高中数学复习的实效性发挥

出来,离不开高三复习方法的优化,具体是教师要选

择科学、合理、有效并有针对性的教学手段,能够将高

中数学复习课各类教学方法的特点熟练把握,还能对

各种教学方法的各种要素做到综合考虑,尽量使高中

数学复习课的教学方法趋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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