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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某学校选修２－３排列组合教学的结

束，２０１８年 高 考 数 学 的 第 一 轮 复 习 悄 然 而 至．由

于排列组合内容相对独立，又刚刚学完，于是该校

数学组打破已有的复习顺序，选择以此内容作 为

高考数学第一轮复习的起点．笔者受邀就排列 组

合复习与该校教师同课异构，并围绕高考第一 轮

复习的有关问题研讨．
１　学习内容的再认识

高考第一轮复习，对知识点 的 梳 理 是 绕 不 过

的话题，问 题 是 梳 理 什 么，怎 样 梳 理 是 值 得 深

思的．
现在不少教师都会在课前或课始布置学生自

主完成知识梳理，有些教师要求学生使用思维 导

图或框图呈现结果，待课上交流后教师再适度 指

点．就形式而言，上述过程既体现了学生主体又显

示了教师主导．但据笔者的课堂观察及浏览教 师

的教学设计，就内容而言，无论是学生的整理还是

教师的指点，多数仅是简单重复逻辑结构，对所学

内容再认识的高度不够．
再认识学习内容，除了对所 学 知 识 是 什 么 的

归纳概括，还要从不同的角度得出自己对所学 内

容的理解，以及应用策略的概括．
查缺补漏，提高能力是复习课的主要功能，因

此什么是加法原理、乘法原理；什么是排列、组合；
排列与组合的差别；排列与组合的公式等等，这些

排列组合应知应会内容的整理记忆是需要的，但

知识梳理的重点应是鉴别“缺”和“漏”．重点有四：
（１）学生分别提供一个典型的排列、组合的例子，
意图是考察学生是否基本理解了排列、组合的 含

义；（２）学生将已做过的有限制条件的排列或组合

的习题归类，意图是考察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 排

列、组合的本质，以及概括的水平；（３）学生对（２）

中的类型，尝试总结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或 具 体

策略，意图是考察学生是否对各类问题有了 正 确

的思路和具体的方法，还有哪些问题及解决 问 题

的方法需要补充；（４）学生对排列或组合已有的错

题分析，找到规避错误的方法，意图是帮助学生将

错误转化为教育资源．当然上述四点，可根据复习

课课时的总安排，分别进行．
知识点的梳理是复习的 起 点，也 是 再 认 识 的

过程，不仅要唤起学生已有的经验，还要从新的视

角再认 识．比 如，已 知 排 列 或 组 合 区 别（是 否 有

序），还要再琢磨它们的联系．事实上排列问 题 都

可分成两步完成：先组合，再全排列；同样，组合问

题如若增加排序，亦可转为排列问题．同时要在新

的情境再认识排列、组合，并结合具 体 的 情 境，让

学生体会“一般”与“具体”的关系．
２　典型例题的逻辑性和拓展性

在高考基本稳定的前提 下，以 历 年 高 考 题 或

Ｎ模题为依据，然后归类复习无可厚非．但典型例

题的选取切忌堆砌高考题或Ｎ模题，应引领学生

研究这些题目，找到相关原题之间的逻辑性，并适

度改编拓展．
本节复习课，笔者以“某高二年级期末考试的

科目有８科”为背景，求解４次变式条件下安排考

试方法的种数：⑴语数外三科考试不得相邻；⑵语

数外三科考试必须排在一起；⑶语文考试必 须 在

数学之前考；⑷数学不在第一和最后考．４个变式

主要关注到的策略有不邻问题插空法；相邻 问 题

捆绑法；特殊值法；否定肯定对等法；特殊元素／位

置优先法．
最后变式问题：⑸某城市Ａ、Ｂ两地之间有整

齐的道路网（见图１），从Ａ到Ｂ最近距离的走法

共有多少种？从Ａ到Ｂ，横 向 走 且 仅 走５段，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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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走且仅走３段．于是问题⑸等价于５个“横”，３
个“纵”排 成 一 列 的 问 题．由 于 是 相 同 元 素 的 排

列，又等价：从８个位置任取５个排“横”，剩余３
个位置排“纵”的问题．

图１

５个变 式，都 可 转 化 为８个 元 素 有 限 制 条 件

的排列或组合问题，这样一以贯之好处有四：一是

省去理解不同背景的时间，但又强化了审题的 重

要性，因为条件细微的变化会导致截然不同的 解

题方法；二是将过去零散学习的类型和方法串 起

来，易发现各变式的联系与区别．特别是变式５将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背景，找到相通之处，及
异样之处（排列、组合），领悟变与不变的美妙；三

是复习一开始就将排列、组合问题综合考察（有教

师先分开排列、组合，再综合复习），虽然增加了挑

战性，但没有跳出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而且也增强

了学生分析解决排列、组合问题的能力；四是学生

参与到题目的变式过程（课上先观摩教师是如何

将题目变式的，教师要有意识地点拨，课下作业为

模仿编 改 题），达 到 知 其 然，知 其 所 以 然，知 其

将然．
３　思维参与和动机激发

排列、组合与其他知识关联较少，解决问题的

具体计算也简单，但思维培养的机会 很 多．如，知

识梳理；限制条件的分析、变式、转换；数学模型的

抽象；解决方案正确合理的选择；多种解决方案的

比较分析；归纳总结等．在复习中重视学生思维参

与，不仅可 以 激 发 学 生 内 在 的 学 习 积 极 性、创 造

性，提 升 思 维 能 力，同 时 也 能 提 升 学 生 的 学 习

能力．
美国心 理 学 教 授 科 勒（Ｊ．Ｍ．Ｋｅｌｌｅｒ）提 出 了

ＡＲＣＳ模型，其中ＡＲＣＳ分别是影响学生学习动

机的４要 素 的 首 字 母：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注 意）、Ｒｅｌｅ－
ｖａｎｃｅ（相关）、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信 心）、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满

足）［１］．该模式强调针对学生的动机水平和教学内

容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引起并维持学生的注意、
构建教学与学生之间的关联、引发学生产生并 支

持完成学习的自信、最终体验到满足．
笔者创设的问题情境，就是以 ＡＲＣＳ模型为

指导，注重学生思维参与的活动．
上课伊始，笔者以到该校 出 行 的 真 实 场 景 为

载体，创设问题情境：第一段出行（家→北京南苑

机场）可供选择的交通工具有６种：自行车、私家

车、出租车、公共汽车、机场 大 巴、地 铁；第 二 段 出

行（北京南苑机场→某地机场）有两种方式，问有

多少种出行方式？学生全部落入“陷阱”，齐 答 有

１２种，笔者反问第一段的条件充分吗？学生才意

识到问题，于是笔者补充如下７个条件：（１）由于

路途远，自行车不单独使用；（２）私家车仅从家出

发；（３）没有直达的公共汽车；（４）家和机场大巴有

一段距离；⑸家和机场都和地铁有一段距离；（６）
最多利用三种不同交通工具，且三种之一是地铁；
（７）不同种交通工具仅出现一次．

创设的情境，学生先是感觉非常容易，继而发

现并不简单．在思维受阻后，笔者启发学生有序思

考．先从大方向考虑，分两步（家→北京南苑机场；
北京南苑机场→某地机场）解决问题；再考虑作为

第一步（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如何解决，引导学生

利用交通工具的数量（一种；两种；三种）或利用交

通工具的 种 类（自 行 车；私 家 车；出 租 车；公 共 汽

车；机场大巴；地铁）突破难点．
通过补充的７个条件，一 方 面 让 学 生 感 受 阅

读大文本 的 策 略，另 一 方 面 将 分 类 相 加，分 步 相

乘，有序排列，无序组合（依据）；按照事件的 结 果

分类，事件的发生过程分步（原则）；分类、分 步 不

重不漏（底 线）；特 殊 优 先 法、排 除 法、插 空 法（策

略）等融入到问题解决中．高认知的系列问 题，学

法的指导，先独立思考再小组合作的教学策略，不
仅引起并维持了学生的注意，激发了学生参 与 的

信心，也撬动了学生思维的参与．
高考第一轮复习，提高学 生 参 与 的 主 动 性 和

深度，将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激发和维持，思维的

参与贯穿教学过程的始终，这该是数学有效 复 习

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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