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 ０２ １ 年 １ １ 月 下 旬 （高 中 ） 局二复习研究 屮 小学数学

单元视角下高三一轮复 习 的

——以
“

三 角 形
“

主题复 习 教学 为 例
一供

处 京 市 第 二 十 中 学 泉程艳

一

、 问题提出

高考备考复 习 中 ，

一

轮复 习 起 着至关重要 的 作

用 ， 不仅要全面梳理知识 ， 更要注重知识之 间 的联系 ，

纵横 比较 ， 揭示规律 ， 提炼方法 ， 构 建 网络 ， 从而提升

学生在 陌生情境 中 解决 问 题 的 能力 和素养 ． 所 以 ，

一

轮复 习 不能单纯 以 回顾知识和解题教学的形式展开 ，

应该立足于单元整体视角 ， 明 确 单 元 的逻辑主线 ， 突

显单元的核心 内 容 ， 通过恰 当 的 问 题情境 ， 帮助学生

建立科学 的认知 体系 ， 形成解决 问 题 的 基 本活动经

验． 下面 以
“

三角 形
”

主题 复 习 为例 ， 阐述单元视角 下

高三
一

轮复 习课的设计要点 ．

二 、

“

三角形
”

主题复 习

（

＿

）教学 内容分析

在
“

三角 形
”

的主题复 习 中 ， 教师要
“

整体把握几

何 图形 ， 帮助学生掌握 图 形与 图形 的 分类 ， 理解 图 形

的特征 、 性质 、 相互关系 ， 学会研究基本几何 图 形 ， 探

索 图形 的应用 领域 ， 感悟 图形 的 价值
”

三角 形是学

生初 中最为熟悉 的平面几何 图形 ， 初 中 阶段主要研宄

特殊三角 形 的性质 ， 以 及三 角 形 的 全等和 相 似等 内

容 ， 是从综合几何的 角 度研 究三角 形 的 几何特征 ． 进

入高 中阶段 ， 将研究对 象从特殊三角 形推广到 般三

角 形 ， 研宄的视角 不止 局 限于 几何直观 ， 更注重 从代

数 角 度探索三 角 形边长与 角 度 的 关 系 ， 更注重通过

“

解方程
”

确定三角形的基本要素 ， 从而研宄三角 形的

性质 ， 更体现几何与代数的结合 ．

在
“

三角形
”

的复 习 过程 中 ， 学生除 了 能够通过正

弦定理 、 余弦定理求解三角 形 ， 还 要通过研究三角 形

的过程体会几何研究 的
一

般路径 ．

“

三角 形
”

的研宂大

致遵循
“

基本要素及其关系—几何 图形 的性质—几何

图形 的判 定—几何 图 形 的 分类—与其他 图 形之 间 的

关系
”

的基本路径 ． 另 外 ，

“

三角 形
”

与其他知识板块之

间也有着密切 的联系 ， 比如平面 向量 、 立体几何 、 解析

几何等 ． 以上 内 容在
一

轮复 习 中 都应该有所体现 ， 这

样不仅可 以帮助学生整合 知识 ， 构建知识 网络 ， 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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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单元 内 容有宏观上 的把握 ， 而且能更深刻 的理解三

角形相关 问题 的本质 ．

综合上述分析 ， 本单元复 习 的 核心 内 容 即 围绕研

究对象
一一三 角 形 ， 从 图 形 的基本要素入手 ， 分别 从

几何和代数两个角 度研究三角 形 的边角 关系 ， 并能理

解正弦 定理 、 余 弦 定理的本质 ， 体 会方程思 想 和 数形

结合的思想方法 ．

（
二

） 对接高考

笔者对近 １ ０ 年北京卷和全 国 卷 的 相关考题进行

了统计和分析 ．

北京卷 的填 空题与选择题在 ２ ０ １ ７ 年之前 以直接

考查正弦定理 、 余弦定理为主 ， 属于 中低档 问 题 ；
２ ０ １ ８

年文科 的填空题第 １ ４ 题 （ 压轴题 ） 出现 了 取值范 围 问

题 ；
２０２ ０ 年的选择题第 １ ０ 题 （压轴题 ） 以数学文化为背

景考查解三角 形 ． 解答题主要集 中考查求解斜三角 形

的基本元素 ， 三角 形的面积 问题 ， 最值 问 题等 ， 结合考

查三角 恒等变换 ， 三角 函 数等 相关知识 ． ２０ １ ６ 年理科

题考查 了取值范 围 问题 ， ２ ０２ ０ 年和 ２０ ２ １ 年 以劣构 问题

形式呈现 ， 对学生 的分析 问 题能力和运算求解能力提

出 了 更高的要求 ．

全 国 卷主要考查 己知边角 关系利用 正弦定理 、 余

弦 定理求解三 角 形或平面 图形 ， 以 及正弦 定理 、 余弦

定理在实 际测量 问 题 中 的应用 ． 题 目 的 己知条件涉及

到 的边角 关系 比北京卷形式 复杂 ， 最值 问题 出现 的频

次高于北京卷 ， 近两年也 出现 了 劣构 问题 ．

从高考命题方 向 的 改变能够发现 ， 试题 的命制逐

渐从
“

解题
”

向
“

解决 问题
”

转变 ， 从单纯的考查知识 向

考查能 力 和 素 养转变 ， 试题情境 呈现开放性和 综合

性 ， 所 以通过
一

轮 复 习 要求学生深刻理解正弦定理 、

余弦定理的本质及其功能 ， 掌握解决三角 形 问题 的
一

般思路和方法 ．

（ 三 ） 学情诊断

高三复 习 课不 同 于新授课 ， 学生知道正弦定理 、

余弦定理 的具体 内 容 ， 能够直接利用 公式解决简单 的



中 小学数学

解三角 形 问题 ． 但是知识多数 以分散 的状态分布在头

脑 中 ， 无法形成体系 ， 绝大多数学生更缺乏 由 点到面 ，

自 主构建知识网络的能力 ． 部分学生对正弦定理和余

弦定理 只 停 留在两个公式 的记忆层面 ， 对定理本质 的

理解不够透彻 ， 在面对陌生情境时不能有效的提取相

关知识 ． 尤其是在面对近几年 出 现 的 劣 构 问题时 ， 学

生不 能合理 的分析 已知条件 ， 从而造成盲 目 选择 ， 盲

目 求解的局面． 所 以 ， 在
一

轮复习 中 ， 通过单元主题的

形式 ， 教师应 引 导学生完成知识网络的构建和定理本

质 的深刻理解 ， 为后续具体 问 题 的解决做好知识 、 思

想 、 方法层面的准备 ； 并能通过具体 问题 的解决 ， 帮助

学生积累解三角形 问题的基本活动经验 ．

（ 四 ）单元活动设计

基于 以上的分析 ， 本单元共安排 ６个课时 ， 其 中第

一

课时作为单元复 习 的初始课 ， 主要 目 标是构建知识

网络 ， 理解正弦定理 、 余弦 定理的本质 及功能 ； 后续课

时基本 以开放性 问题和 劣构 问 题 的形式创设 问 题情

境 ， 提升学生应用知识解决 问题的能力和运算求解能

力 ， 并形成解三角 形 问题的
一

般思路和方法 ．

第
一课时

学习 目标 ：

１ ． 建构单元知识 网络 ；
２ ． 理解正弦定理 、 余弦 定

理的本质及功能 ．

核心学习任务 ：

问题 １ ： 三角 形 的基本要素及要素之 间 的关 系 有

哪些 ？

问题 ２ ： 在三角形 的六个要素中 ， 至少 需要 几个要

素可 以确定
一

个三角形 ， 并说明理 由 ．

问题 ３ ： 对于三角 形 ， 能研宄哪些 问题 ？

问题 ４ ： 类 比研宄三角 形的思路 ， 能归纳
一

般几何

图形的研宄路径吗 ？

第二课时

学习 目标 ：

１ ． 能够根据 己知条件选择正弦定理 、 余弦定理求

解三角形 ；

２ ． 重点探索
“

边边角
”

问题解 的情况 ， 能用正弦定

理 、 余弦定理从代数角度进行分析 ．

核心学 习任务 ： （核心 问题 ）在 △仙Ｃ 中 ， ６ ＝ 万 ，

Ｂ 

＝

ｊ
， ｃ ｏｓ Ｃ 

＝

＃ ， 求 ａ的值 ．

第三课时

学 习 目标 ： 以开放性 问 题为载体 ， 学生在添加条

２０２ １ 年 １ １ 月 下旬 （高中 ）

件 的过程 中 ， 从数和形两个 角 度 分析三 角 形解 的情

况 ， 进
一

步体会正弦定理 、 余弦定理在解三角 形 问 题

中 的价值 ．

核心学 习任务 ： （ 核心 问题 ）在 Ａ ｄｆｉＣ 中 ， 角 丄 Ｂ ，

Ｃ所对 的边分别 为 ａ ， ６ ， ｃ ， 若 ａ 

＝ 万 ， ６ 

＝
２ ， 请添加条

件 ， 使得 Ａ ／ＩＳＣ 存在且唯
一

， 并求解这个三角形 ＿

第四课时

学习 目标 ：

１ ． 以劣构 问题为载体 ， 使学生在分析条件的过程

中 ， 理解每个条件所呈现 出 的边角 关系 ， 并且能够在

多个条件中筛选确定三角形的条件 ；

２ ． 能够形成合理的运算求解路径 ， 并且能熟练的

完成具体求解过程 ．

核心学 习任务 ： （ 核心 问题 ）若存在 同时满

足条件① 、 条件② 、条件③ 、 条件④中 的三个 ， 请选择

一

组这样的三个条件并解答下列 问题 ：

（ Ｉ）求 乙４ 的大小 ；
（ ＩＩ ）求 ｃ ｏ ｓ Ｓ 和］

ａ 的值？

条件① ： ｓ ｉ ｎ Ｃ ＝ ＾
ｊ＾

； 条件② ： ａ 

＝

｜ ｃ ； 条件③ ：

１４ ３

６
－

ａ ＝ ｌ ； 条件④ ： ６ ｃｏｓ ；４ 
＝ 
—

＾
．

第五课时

学 习 目标 ： 以开放性 问 题为载体 ， 由 学生添加结

论 ， 解决不确定三角 形 的取值范 围和最值 问 题 ， 从数

和形两个角度分析 、求解 问题 ．

核心学 习任务 ： （ 核心 问题 ）在 Ａ ／１ＢＣ 中 ， 角 ４ ， Ｂ ，

Ｃ所 对 的 边 分 别 为 ａ ， ６ ， ｃ ， 若ｓ ｉ ｎ
２

Ｓ ＋ ｓ ｉ ｎ
２

Ｃ 

－

ｓ ｉ ｎ
２

／４ 
＝

ｓ ｉ ｎ Ｂ ｓ ｉ ｎ Ｃ ， （ １ ） 由 己 知 条件可得


：
（ ２ ） 若 ａ 

＝
３ ， 则



；
（ ３ ）若 Ａ ＜４ＳＣ 为锐角三角 形 ， ａ 

＝
３ ， 则


？

第六课时

学 习 目标 ： 梳理总结解三角 形 问题 的
一

般思路和

基本 问题 ， 进
一

步完善单元知识网络 ．

核心学 习任务 ： 根据前期 问 题的解决 ， 总结解三

角形 问题的
一

般思路．

三 、实践反思

１ ． 单元视角下的高三
一

轮复习与传统复习课相 比

更突 出逻辑主线 、核心 内 容和知识 间 的关联性 ．

“

三角

形
”

主题的逻辑主线是通过边与角 的几何特征和数量

关 系认识和研宄三角 形 ， 并能够掌握研宄几何 图形的

基本方法 ． 复 习 过程 中 除 了 聚焦本单元 的 核心 内 容

一一利用 正弦定理 、余弦定理解决三角形 问题 ， 还应将

知识领域拓宽 ， 纵横关联 ， 将平面向量与解析几何等相

关 内容进行不同程度的渗透 ， 为后续复习做好准备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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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复习研究



２ ０ ２ １ 年 １ １ 月 下旬 （高中 ） 教Ｍ 与教学 中 小学数学

用 解 压 缩 的 方 法^

——

“

对数 函数 的 图像和性质
”

教学研讨

陕 而 省 而 要 寸 高 俅 区 长庆 二 中 妥 文 苹

“

四个理解
”

是章建跃博士提 出 的重要教学主张 ，

其首要是理解数学 ， 教好数学 的前提是教师 自 己先理

解好 数学 内 容 这些 内 容 以 学术形态 呈现在教材

中 ， 把数学 的学术形态化为教 育 形态 ， 是所有数学教

师 的 责任 教材是课程 的载体 ， 课程是 育 人的载 体 ，

数学教育承载着落实立 德树 人根本任 务 ， 发展素质教

育 的功能 ． 而这些任务和 功 能都被
“

压缩
”

在薄薄的

教材 中 ， 要通过教材 ， 通过课堂 ， 通过教学设计与实施

完成 ．

理解教材要 以
“

解压缩
”

的方式去解锁 知识与技

能 、还原过程与方法 、 寻找事实 和真相 、 发现规律和结

论 、建构价值和 体系 ． 要透过教材表面的 知识线索看

到暗含着数学的思想方法 ， 看到 以数学核心素 养为集

（接上 页 ）提升 了 学生在综合情境下分析 问题 、 解决 问

题的能力 ．

２ ． 单元视角 下 的 高三
一

轮 复 习 与传统复 习 课相

比更 关注学生深度学 习 的 发生 ． 所谓深度学 习 ， 其 内

涵在于学生 以 系统化 、 结 构化 的知识 内 容为工具 ， 以

提升数学思维与 问 题解 决能力为 目 标进行 的主动 的 、

批判性的学 习 过程 ， 具有新 旧 知识点 的高效衔接及知

识在不 同情境中 的迁移两大特征， 例如 ， 在
“

三角 形
”

单元 复 习 的第二课时 ， 围绕
一

道核心 问 题展开 ， 学生

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得到 了不 同 的答案 ， 造成矛盾冲

突 ， 从而激 发学生探 究 的 欲望 ． 课堂 中 ， 学生经 历 观

察 、 思考 、 推理 、 交流 、 反思 、 感悟等过程 ， 分 别 从 几何

和代数 的双重视角 认识三 角 形的 多解 问 题 ， 在 复 习 己

有知识的 同时又对知识本身有 了 更深层次的认识 ．

３ ． 单元视 角 下 的 高三
一

轮复 习 与 传统复 习 课相

比更注重 问题载体的选择 ． 问 题载体不再是题 目 的简

单堆砌 ， 而是精心挑选考查核心知识和核心思想方法

的 问 题 ， 以开放性 问 题或者劣构 问 题 形式呈现 ， 并将
“

解题
”

训练转化成
“

解决 问题
”

的探究活动 ， 让学生在

解决 问 题 的过程中 ， 掌握基本知识 、 基本思 想方法 ， 理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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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体现 的 育人价值 ． 不能 只 见知识 ， 不 见素养 ； 只 见树

木 ， 不见树 人 ． 挖掘数学 内 容所蕴含的价值观 资源 ， 以

提高数学素养 、 发展 思维能力 、培 育理性精神为核心 ，

使学生在掌握数学知识 的过程 中 学会思考 ， 成为善于

认识 问题 、 解决 问 题 的人才

笔者在北师大版 《数学 １ 》 （ 必修 ）第三章
“

５ ．３对数

函 数 的 图 像和性质
”

的 教学过程 中 ， 深刻 体会到
“

解

压
”

教材的 必要性 ， 在此探讨教学设计的思考与 实践 ，

与您分享 ．

１ ．还原知识发现过程
，
打开新观念新技能

北师大版 《数学 １ 》 （ 必修 ）第三章为
“

指数 函 数和

对数 函 数
”

， 其 中 第三节
“

指 数 函 数
”

的 内 容依 次为 ：

３ ． １ 指 数 函 数 的 概念 ， ３ ． ２ 指数 函 数 ｙ
＝ ２

１

和 ｙ
＝

（

ｉ
）

１

解知识 的 本质 ， 形成基本 的活动经验 ， 提升解决 问 题

的 能力 和素养 ． 例如 ， 在
“

三角 形
”

单元复 习 的第 四课

时 ， 核 心 问 题 以 劣构 问 题形式呈现 ， 在 四 个条件 中选

择三个 条件求解三角 形 ． 在 问 题解决 的过程 中 ， 不再

简单的追求 问 题最终 的答案 ， 而是注重 引 导学生分析

每个条件所呈现 的边角 关系 ， 及条件之间是否会产生

矛盾 ， 让学生真正体会解三角 形 问 题 的本 质 ． 题 目 的

选择 更关注
“

四基
”

、

“

四 能
”

的落实 ， 更能体现能力 和

素养的考查 ．

总之 ， 单元视角 下 的 高三
一

轮 复 习 ， 基于 知 识 间

的 内 在联 系 ， 将 ； 散 的 知识点逐步扩 展成知识网络 ，

帮助 学生深刻理解核心 知识 ， 掌握解决 问 题 的 核心思

想方法 ， 提升核心能力和学科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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