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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数学复习用好教材的三部曲‘

福建省邵武第一中学 (354000) 郭胜光

教材是高考试题的主要来源，重视教材的基础

性和示范性是高考命题的方向．纵观目前高三数学

复习的状况，基本采用“三轮复习法”，第一轮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复习，第二轮是专题复习，第三轮是

综合模拟练习．前二轮就是选定一本教辅材料，按教

辅展开复习，第三轮则选择各地的模拟试卷用“题

海战术”代替数学教学．以上三轮复习基本上没有

涉及到教材．即使教研部门和学校年年都在强调高

三复习要重视教材，但教师认为教材简单没有什么

好讲，学生打开教材看看觉得没什么好做，事实上，

很多教师和学生并不是不重视教材，而是不知道如

何使用教材，各种数学期刊上也发表了很多关于高

三数学复习如何使用教材的文章，这些文章理论谈

的多，实际操作说的少．本人结合自己多年从事高三

数学教学的体会，谈谈高三数学复习用好教材的三

步曲，供参考．
1 将教材呈现的知识形成知识网络

教师要认真钻研教材，用好教材，将教材呈现的

知识构建知识网络．需要注意的是，回归教材并不等

于简单重复，而是要站在整体高度审视教材，做到层

次分明，结构清晰，让不同领域的知识交汇成为系统：

如教材中基本初等函数，导数及其应用是以单独的版

块呈现在必修1，选修2—2，但有其内在联系，因此，

在复习时将分散在教材中的知识构建知识网络．

利用教材梳理知识要防止走形式，要注意展示

知识发生、发展过程．一方面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另

一方面为学生构建牢固的知识网络，使相关知识在

解决数学问题时被有效调用．比如：复习空间垂直位

置关系，可以先让学生回顾教材有关知识点，尔后形

成知识链条：直线与直线垂直(定义、判定、性质)_

直线与平面垂直(定义、判定、性质)_平面与平面

垂直(定义、判定、性质)．

感悟由线线垂直到线面垂直，再到面面垂直的

知识发展过程，以及三种垂直关系之间蕴含的结构

联系，从而使学生清晰地认识到：欲证面面垂直需找

线面垂直，欲证线面垂直需找线线垂直．这种完整的

知识网络，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能，使得大脑的

信息容易被具体情境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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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高质量的课堂教学模式研究(2013Ⅺj035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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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6>o)上关于坐标原点O对称的两点，点肘

在椭圆上且异于点A，日，记直线AM，曰肘的斜率分别

为南，，矗：，问后。矗：是否为定值?

引导学生探究：由题意可设点A(石。，y。)，

即亿咄Ⅲ‰川测坼z=鬟’糍
：糕，因为点A，曰，M在椭圆上，所以，萼+鲁：

石0一石1
’ “ U

1①，萼+鲁=1②，①一②并化简得矬：
Ⅱ U 石0一咒1

一等，则．j}。Jj}：=一等=定值．对于双曲线有类似结

论．

总结得定理1：设点A，日是椭圆冬+告=1(口

>6>0)上关于坐标原点D对称的两点，点M在椭

圆上且异于点A，曰，记直线AM，删的斜率分别为
L2

忌1，后2，则．|}1后2=一％．

例1 (2011年高考数学江苏卷第18题)在平

面直角坐标系xDy中，M，Ⅳ分别是椭圆等+苦=1
的顶点，过坐标原点的直线交椭圆于P，A两点，其中

P在第一象限，过P作戈轴的垂线，垂足为c，连接

AC，并延长交椭圆于点曰，设直线PA的斜率为五．

(I)、(Ⅱ)略；

(Ⅲ)对任意|j}>0，求证：PA上PB．

证明：由题意可设点P(石。，y。)，A(一‰，一)，。)，

B(石。，)，。)．记直线鲋，曰P的斜率分别为忌，，I|}2，由定

理1得七。Jj}：=一丢，因为点c(算。，o)，所以后，=芸，

则孟z=一篑，又I|}=等，故珧z=一1，从而PA j-P且

又如，利用课本介绍的“点差法”很容易得到定

理2：直线PQ与椭圆与+：与=l(口>6>o)相交

于P，Q两点，线段PQ中点为A，D为坐标原点，记直

线PQ，DA的斜率分别为蠡。，而2，则忌。矗：=一％．对于

双曲线有类似结论．

例2(2014年高考数学江西卷理科第15题)

过点M(1，1)作斜率为一÷的直线与椭圆c：与+

鲁=l(o>6>o)相交于A，日两点，若M是线段AB

的中点，则椭圆C的离心率等于——．

解：由题意得直线DM的斜率后伽=1，又直线

A曰的斜率为一÷，则由定理2得1×(一÷)=一％，

即口2=262=2n2—2c2，则02=2c2，故椭圆离心率

e=孕
对于选择题和填空题，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和

方法”可以直接使用，对于解答题，不宜直接使用，

而应把定理推导重写一遍，即使这样也比常规方法

简单得多．教学实践证明，对教材中一些典型例题和

习题的结论进行推广，既可以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又可以提高学生高考数学成绩．
3 将通法提升为思想方法

提升学生解题能力是高三数学复习的重要任

务，当前，中学所流行的做法是让学生做大量的练习

题，企图用题海战术来提升学生解题能力．多年高考

实践表明，平时练过多次的题目，高考只要稍有改

造，由于学生没有把握该题型曲数学本质，还是败下

阵来．因此，题海战术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做法是将

教材中解决一类问题的常规做法即通法，提升为数

学思想方法，学生就可以用数学思想方法解决各种

数学问题，真正做到以不变应万变．比如，解答绝对

值问题的常用方法就是要分类讨论去掉绝对值符

号，再根据题目的其它条件继续解题．

例3 (2014年高考数学浙江卷理科第22题)

已知函数．厂(并)=戈3+3 I戈一n I(o∈R)．

(I)若以戈)在[一1，1]上的最大值乖最小值

分别记为M(口)，m(口)，求M(o)一m(口)；

(Ⅱ)设6∈R，若[八戈)+6]2≤4对石∈[一1，

1]恒成立，求3口+6的取值范围．

解：对于第(I)问，由于函数八戈)含有绝对
值，就必须分类讨论去掉绝对值，得分段函数，再求

八菇)在[一1，1]上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对第(Ⅱ)问
只要利用第(I)问求出的M(口)，m(口)，问题就迎

刃而解了．

(I)当o≤一1时√I戈)=x3+3戈一3n，戈∈

[一1，1]，厂(戈)=3石2+3>0，所以八戈)是[一1，1]
上的增函数，则M(凸)=4—30，m(o)=一4—3口，故

M(口)一m(口)=8．

当o≥1时√I石)=戈3—3并+3。，石∈[一1，1]，
厂(戈)=3菇2—3=3(戈一1)(菇+1)≤0，所以／’(x)

是[一l，1]上的减函数，则M(口)=2+30，m(口)

=一2+3口，故M(o)一m(o)=4．

当一1<n<1时。厂(髫)=

f戈：+：戈一：％。芎菇≤1' 由此可知以石)是[n，
【戈5—3戈+3口．一1≤石≤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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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M(口)：4—3口，m(口)：n，，M(口)一m(口)

：一口3—3。+4．当{<。≤1时，肘(n)：2+3口，

f8，o≤一l，

Mc。，一mc。，={二：二；三二三：；1<二：i亨’
【4．口≥1．

(Ⅱ)若[八石)+6]2≤4对石∈[一1，1]恒成

立§一2≤．厂(菇)+6≤2对石∈[一l，1]恒成立

§lM∞)+6≤2，于是根据(I)所求出的
L，孔(o)+6≥一2．

M(口)，m(口)，并结合有关知识易得3口+6的取值范

围是l一2，0】．
’ 可以看出，即使是高考压轴题，用的也是课本中

出现的通性通法．因此，一些最基本的解题策略在高

三复习时应高度重视，并通过课本的例题和习题的

改造、引申、拓展的教学，使通法提升为思想方法，学

生一旦掌握了数学方法，形成了数学思想，提升了数

学能力，那么高考数学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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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学案例研究为载体促进数学教师专业成长4

广东省惠州市第一中学 (516007) 刘志勇

学校发展离不开教师的发展．在强调教育内涵

发展的今天，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案例研

究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案例研究是教师专业成长的

阶梯i是教学理论的故乡，它不仅是集研究、培训、展

示为一体的组织性学习，更是以“师本”为基点，帮

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提升教育经验、养成专业情

感，最终形成有利于教师自主学习的学校文化．

1 教学案例研究有利教师之间的交流

案例研究属于行动研究．大家通过这一研究过

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而不断调整改

进教学设计．它一方面体现出老师对教学中产生的

各种问题或矛盾所展开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体现出

个人实践反思、同伴合作互助的价值．

审视我们课题中的案例研究过程，我们发现：通

过课题组的部分教师代表执教，一课多讲，让其他教

师共同参与教学全过程等方式，把老师们置身于共

同的、真实的、具体的教学情境之中．面对共同的话

题，使大家有问题可谈，也有内容可写，各种有形成

果能水到渠成的自然产生．如：

案例研究中涉及下列问题：求函数)，=

鼍堡掣的最大值．

课题组教师之间通过教学交流，在相互讨论研

究中每个教师都得到启发，最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

解答：

教师甲：由原式得(1一y)si似+cos菇=y，

．·．sin(戈+a)=——孑====兰=i，‘．。l sin(戈+0[)l≤
√(1一y)2+1

1'．．．—；兰兰兰≤1，解得y≤1，故，，一=1．
~／(1一)，)2+1

2￡ 1一t2教师乙：令￡=tan号，则y=L警=l十———‘
1+，

黑，化为(1+y)t2+(2y一2)￡+(y一1)=
0，△=(2y一2)2—4(y2—1)≥O，解得y≤1．故y。。

=1．

教师丙：原式转化为y=(1一)，)si眦+co鼢，用

柯西不等式得y2=[(1一)，)si似+cosz]2≤[(1一

y)2+12](sin2戈+cos2戈)'．．．y2≤(1一)，)2+12，解

得y≤1．．．．)，。。=1．教师丁：y=篱“+；黯．令u=
+本文是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高中数学新课程课堂教学典型案例研究》(课题批准号2012YQJKl92)成

果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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