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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三 数 学 复 习 ：请 让 学 生 来
“

说 题
”

——以
“

数形结合求解平面 向量 中模的 最值 问题
”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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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缘起 ｉ

解 ， 说 出与学过 的哪
一

类 问题相似 ； 说 出 可能用 到 的

高三数学的
一

轮复 习 ， 每个老师都精心准备每
一

 ｜

数学思想 ， 说 出 自 己 的想法和猜测 ； 说 出 解题方法是

堂复 习 课 ， 认真讲透每
一

道题 、 每
一

个知识点 ． 学生也
｜

如何想到 ， 说 出 为什么这样想 的等 ．

在认真的听 、 努力地学 、拼命地做 ， 可是课后学生做作
｜ （

一

）
学生说题活动可以全面展示学生的思考过程

业时就思绪很乱 ， 正确 率不高 ，

一

些课堂上反复强调
｜教师常常通过批 阅 学 生作业 了 解学生对知识 的

的知识点依 旧 出错 ， 以及最后 的成绩让我们教师大跌
｜

掌握情况 ， 但学生作业只能呈现解题过程和结果 ． 而

眼镜 ． 经 了 解 ， 学生在高三
一

轮复 习 课堂上都完全听
｜

学生说题可 以全方位展示学生的思考过程 ， 呈现学生

的懂 ， 但课后 自 己做题 时 ， 就头 绪很乱 ， 没有 多 大提
｜

的认知程度 ， 帮助老师发现学生学 习 过程 中 的错误和

高 ． 对于这样 的结果 ， 我进行 了深刻 的反思 ， 这种精心
｜

漏 洞 ， 及时加 以修补 ， 同 时对其他学生也 能起 到促进

设计 的课堂是我们平时复习 课经常采用 的形式 ， 可是
｜

作用 ． 所 以学生说题可 以 帮助学生从孤立的 思考环境

为什么 教师花 了那 么 多 时间和精力 ， 学生却收效不 明
｜

中 走 出 来 ， 将完整 的思考过程显现 出来 ， 真正促进教

显呢 ？ ｜

师更好地教和学生更好地学 ．

（

—

１提示超前 ，
遏制思考 ｜ （

二
） 学生说题活动可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在 问题 出 示后 ， 教师未等学生进行思考或学生 的
｜学生说题是

一

个生动活泼 的 、 主动 的 、 富有个性

思考刚 刚
“

起步
”

， 便急于提示
－－ 或抽 出 问题 中 的关

｜

的过程 ， 说题者要面 向老师和全体 同学说 出 自 己对题

键语句 ， 教师 的这种 习 惯性提示虽然节约 了 时 间 ， 但
｜

目 的理解 和解决办法 ， 这给说题者提供 了
一

个展示

殊不知 ， 这种形式无异于教师思考取代学生 的思考 ，

｜
？

自 我的平 台 ． 老师和 同 学关注 的 目 光 、 赞许 的眼神可

扼杀 了学生的独立思考 ＿ ｜

以提高说题者 的 自 信心 ， 从心理学角 度来看 中 学阶

（
二

） 关注结果
，
忽视过程 ｜

段是人生观 、 世界观 、 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 学生迫

教师在整个复 习 过程 中 ， 往往关注在把这个框架
｜

切希望得到别人的认 同及实现 自 我价值 ． 所 以说学生

完整展示给学生 ， 而忽视 了框架构建过程 ： 其实 引 导
｜

说题活动可 以让其体验到数学学 习 的成就感 ， 从而

学生如何构建知识框架才是真正 的
“

授之 以渔 因 为
｜

进
一

步激发学 习兴趣 ， 勇于挑战
一

个又
一

个困难 ．

构建 的过程 中 有方法 ， 过程 中有能力 ， 只有突 出 过程 ，

｜ （
三

）学生说题活动可以促进小组合作的有效性

才能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能力 ． ｜小组合作是重要 的课堂学 习 活动 ， 希望通过合作

（ 三 ）教师主导 ，缺少思维 ｜

交流获得知识 ， 但有时小组合作往往流于形式 ， 并没

这种所谓
“

精心设计
”

的教学模式 中 ， 教师其实仍
｜

有得到有效开展 ． 很多 时候小组合作只是在交流解题

是课堂 的主导者 ， 学生只是按照教师 的预设按部就班
｜

过程和答案 ， 不会 的学生仍然没能真正弄懂 问 题 ． 有

接收 ， 并没有真实参与思考过程 ， 老师 的理解 、 分析 、

｜

时遇到组 内没有人能解决的 问题时 ， 也不能开展积极

思考代替 了 学生 ； 本应 由学生 自主思考 、 训练 、 内化 的
｜

讨论 ， 以尊最后要么保持沉默 ， 要 么 聊
一

些与课堂

环节却被老师在课堂上
一

人包办 ， 使学生 的学 习 过程
｜

无关 的 内 容 ， 学生说题活动使 学生不仅学会
“

写数

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 没有获取知识的积极性 、主动性 ，

｜

学
”

、

“

做数学
”

， 更要善于
“

说数学
”

， 能够学会分

使学生陷入
“
一

听就会 ，

一

做就错 ，

一

考就糟
”

的局面 ．

｜

析思考争辩 ， 提高分析 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各种能力 ．

二 、学生说题的意义 ｜三、课堂实践

学生
“

说题
”

： 让学生说 出 题 目 的条件 、 结论和涉
｜ （

―

） 课前
“

说题
”

准备一说什么怎么说

及 的知识 ； 是让学生说 出 自 己对数学题 目 的认识与理
｜

“

备题 目
”

就是要根据学生 的
“

最近发展区
”

，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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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备课 ， 精心选择典型 、 合适的 问题 ， 考虑题 目 考如果说审题 的过程是答题 的前奏 的话 ， 那么 ， 知

察 的 是哪些 内 容 ， 通过该题能让学生掌握哪些知识Ｈｒ的调动与迁移 、选择就是答题的 内 容与灵魂 ． 学生

点 ， 应用到哪些规律 ， 选题是否有代表性 ， 与这些题 目要根据对材料的把握 、 问题指 向 的准确定位 、所学 的

有关联的 问题还有哪些 ， 有没有值得推广的好方法．学科知识 、人文知识及相关的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等相

“

备学生
”

在学生认真做题 、教师精心批改的基础上 ， 关知识 ， 说 出从中选择的知识结构与 内 容 ， 甚至要说

分析每个同学 已有的能力和基础之上 ， 通过作业的批出具体运用的知识点 ？ 在学生进行审题 、分析题 目 ， 得

改 ， 发现学生对所学知识点 的掌握情况 ， 分析题 目 做到 自 己 的解题规划后 ， 就要将 自 己 的想法付诸行动 ．

错 的具体原 因 ， 哪几个学生犯 了 同样 的错误 ， 需要让学生按照 自 己的规划 ， 把解决这个 问题的过程书写 出

谁起来回答效果最好 ， 也就是要 明确
“

说题
”

的主角 ． 来 ， 并且要求学生对解題过程的思考进行深入 的分

“

备说法
”

是指在课堂上如何引 导学生
“

说题 那就需析 ． 尤其是小组 内部交流 ， 全班交流 ， 让学生展示真实

要把
“

备题 目
”

和
“

备学生
”

很好地结合起来 ， 分析让谁的思考与探索过程 ， 相亙学 习 解决 问 题的办法 ， 提高

说 ， 说什么 ， 在说的 同 时是否需要上黑板给大家板书学生解决 问题的能力 ．

演示 ， 应该设计什么样的 问题 ， 怎样去 问 ， 设 问还是反３、说演绎说反思

问 ， 这些都需要精心设计 ， 达到通过借学生说题去 圆荷兰著名数学家汉斯 ？ 弗赖登塔尔精辟指 出 ， 反

满掌握本节课 的任务 ， 教师只 是这节课 的编剧和 导思是数学思维活动的核心和动力 ， 通过反思才能使学

演 ． 生的现实世界数学化 ， 没有反思 ， 学生的理解就不可

学生
“

说题
”

可 以从题意 、 思路 、 所需要调动 的学能从
一

个水平升华到更高的水平 ． 因此 ， 在解题后需

科知识和书写的规范性等进行描述．要对解题过程进行回顾和反思 ， 总结方法 ， 认识规律 ，

１ 、说题意说审题达到举
一

反三 、触类旁通 的 目 的 ， 也进
一

步提高学生

学生对 问题 的解答过程就是与命题者之 间 的思研究 问题的能力 ． 课堂说题演绎总体根据学生主体性

想交流 ， 只不过平常 的交流是面对面 的交流 ， 而试卷原则和教师主导性原则 ． 通过对批改作业中发现的 问

的解答是 以试卷为载体的思想交流 ． 因此 ， 学生要在题先做简要说 明后直奔主题 ， 对于设计好的课堂进行

解答 中做到切 中要点 ， 思路完整 ， 避免答非所 问 、 离题现场直播 ， 及时注意
“

说题
”

学生 的表现 ， 同 时也要兼

万里 ， 就必须揣摩命题者 的想法 ， 准确把握命题者的顾其余学生 的反应． 要求老师把握好课堂时 间 和进

意 图 ． 学生通过
“

说题意
”

可 以体会到要得心应手地解度 ．

一

节
“

说题
”

课中师生共同完成
“

说题
”

的时间在三

答 习题 ， 必须要根据题 目 去揣摩命题者的意图 ．十分钟左右 ， 这期间三分之
一

的时间是教师引 导着学

很多学生拿到题 目 后 ， 便会迫不及待地动手 ， 对生去思索 ， 让学生 自 己再去集 中整理改错 ， 内化成 自

于简单 的题 ， 确实会很快得到答案 ， 但是对于稍复杂己 的东西 ． 课堂紧密 围绕主题进行教学 ， 对于跑题和

的 问题 ， 当他们进行题型套代失败后 ， 便会束手无策 ．离题及说不上来的学生 ， 教师要从中
“

穿针引线
”

加 以

因此 ， 认真审题 、 学会分析非常重要 ． 审题过程就是破引导和点拨 ， 使得整个课堂在 自 己掌握的范围之 内 ．

解题意的过程 ， 它是解题的关键
一

步 ． 审题的 目 的不说题课后 ， 师生要共 同反思 丨 因 为在这堂现场直

仅仅是
一

字不漏的读题 ， 而且还要通过阅读 、 思考 、分播课程 中 ， 师生之间 、 生生之 间有好多 的思维灵感碰

析来完成 ， 从而制定解题规划 ． 学生通过 由教师 引 导撞 出 来的火花 ， 既要总结成功 的地方也要找 出 不足 ，

而 自主说出整个审题过程 ， 能有效地避免学生在回答继续改进 ． 学生要善于总结解题过程各个环节的心得

的过程 中 出现思维 的偏差 ． 从表面上看 ， 这个阶段似体会 ， 审题 ， 如何做到
一

题多解和多题
一

解等等 ． 教师

乎在浪费时间 ， 我们老师作为
“

过来人
”

当然知道用哪要总结本堂课教学成功的地方与反思不足之处 ， 重新

种方法来解这道题最简洁 、最快速 ， 但是 ， 对于学生而审视学生学习 中存在各种 问题 ， 为 以后 的教学提出相

言 ， 我们不能剥夺学生
“

走弯路
”

、探索的权利 ， 我们的应改进的措施 ， 这样的教学能很好地促进教与学 、 师

目 的不是单纯地让学生学会解这道题 ， 而是不断培养与生共同发展 ．
－

学生思考问题 、分析问题的能力 ． （
二

）课内
“

说题
”

准备——什么方式说

２ 、说知识说过程 在高三复习课上 ， 可 以通过引 导学生从题意 、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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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７年 １ 、 ２ 月 下旬 （高中 ）

题 、知识等方面进行说题 ， 经过
一

段学生
“

说题
”

教学让学生思考 ， 然后 由 学生来
“

说题
”

， 说题意 、 说思路 、

之后 ， 发现学生在态度上发生
＇

了
＿

明显 的改变 ， 从
一

开说解法 、 说变式 、 说本质 ， 整节课都来源于学生 ． 听课

始没有人主动要求说题 ， 到后来几个人抢着要说题 ■

老师普遍认为 ， 对于高三学生而言 ， 知识的储备 问题

说明学生不仅会说题了 ， 而且从说题的过程中找到 了
不大 ， 就是缺乏分析 问题 、解决 问麵 能力 即如何打

自信和乐趣 ． 所 以笔者也尝试 了 多种说题方式 ， 总 结？ ｚ ，，

，

开突破 口 ， 采用什么 知识 、 从什么角度思考 问 题 的能
卜

＊

■ 甲ｆ 

＊？

力 ． 而这样的学生
“

说题
”

， 把
“

说题
”

任务交给学生来

学生在解决 问题时 ， 很多 学生具有辐合思维倾
完成 ’ 用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办法来替代传统数学教

向 ， 辖合思维是指人的思维朝向知识
一

种解决 问题的 学中 的老师讲题 ， 替代老师对题 目 内 的 已知条件进行

方法 ． 与之相反方 向 的发散思维朝 向更 多 的方 向 ． 在分析 ， 把解题思路告诉学生 ， 这种教学方法既能激发

教学中 ， 可给定
一

个问 ．题后 ， 让学生独立说题 ， 尽可能学生学 习 数学 的兴趣 ， 又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 中

让其多发言多 思考 ， 从不 同角度来说题 ， 不仅有助于 来 ， 让高三复 习 的有效性大大提升 ， 思想方法落实到

位 ， 真正培养 了 学触分析隨麵决隨的能力 ，

趣？ 课堂教学不是单
－

传递正确答案 的过程 ’ 而是 ｉａ
提升 了学生的数学雖能力 ， 提升 了学生对知识 内化

过学生的 自主思考 ， 大胆表达 自 己 的想法 ， 结果质疑 、

的能力 ， 有着传统复习课不能效仿的积极作用 ．

对比 、纠正错误 ， 完善方法 ． 这样的课堂才更有效 ．

２Ｓ？生互动说题 案例 ： 平面 向量〇 满足 丨 ＜＊ 丨

＝
丨 ６ 丨

＝ ２ ， ａ
＊

６ 

＝
０ ， 若 ｃ

针对某些复杂或学生错误较多 的题 目 ， 若让学生 满足 丨ｃ 

－

？ 

－

６ 丨

＝
１ ， 求 Ｍ 的最大值 ．

独立说题难度较大 ， 这时就需要教师课前将说题 内容 １ 、提出 问题——说题意说审题

重新分解重组 ，

一

步
一

步 引 导学生 ， 这样 的说题过程学生 １ ：本题已知两个模长确定的相互垂直的向量 ，和

能使师生在解题方法与思维方式上进行沟通 ， 从而使
ｃ 满足的

一

个条件 ， 求 向量 ｃ 模的最大值 ， 由 Ｉｄ 

＝
 １ ６ １ 

＝
２ ，

学生有所突破和创新 ’ 同时也提高 了学生的思维能＊＝
〇可得 ａ

，
６ 是相互垂直的 、翻等的两个向量 所以我

和语言表达能力 ， 深化其对知识的理解和认识 ， 提高＊目期睡十 ｍ ， 丨想到建立直角坐标系 ， ａ ＝

（
２

，
０

）
， ６ 

＝

 （
０

，
２

）
，设 ｃ 

＝

〇
ｃ

，ｙ）
，则

其解题能力 ． 通过对 问题 的变通设计 ， 不 同 的学生找
＿

到 了
“

说题
”

的着力 点 ， 引发 同学们 的广玆争论 ， 充分
ａ 
＋

ＭＨ

暴露学生在知识掌握与审题能力方面的不足 ，针对这 所 以
｜

？
－

“
－

６
｜

＝

（
＊
－

２
）

２

＋
（７
－

２
）

２

＝
１ ， 所 以 （ ； 的终点在 以

些 问题 ， 学生在集体讨论 、 争辩 的过程 中慢慢纠 正 了 （
２

，
２

）
为 圆心 ， 半径为 １ 的 圆上 ， 所 以

｜

Ｃ
｜

＿ 

＝

 ｜

ａ 
＋ ６

｜

＋ ｌ 

＝

自 己认识上的偏差 ， 提高 了 原有的认知能力 ． 連堂气２０ ＋ １ ．

氛显得活而有序 ， 学生在说题的过程中提高 了 分析 问 ｔｎ
－．

００ ，，＾
－ｖ

教师 ： 看到 ＜Ｉ
＿

６ 

＝
０ ， 说明 ａ 丄 ６ ， 是正交基底 ， 建立

题的系统性和知识的完整性 ．

〇 直角坐标系用坐标运算来解决 问题是很好的方法 ， 很
３ 、 学生书面说题

在学生
“

说题
”

教学
一

段时间之后 ， 发现很多学生好 －
＇

在听其他 同学
“

说题
， ，

的时候容易走神 ， 特别是面对复学生 ２ ： 由题 目 中 的 ｜ ｃ
－

？ 

－

６ １ 
＝

１ ， 向 量 的模 的大

杂点的题 目 ． 于是 ， 想到让学生选择 比较难 的题 目进小 ， 我想到平方处理 ？ 对原式进行平方处理 ， 搏到

行书面整理 ， 把 当时思考错误的思路呈现在
一

旁 ， 然 ｜

ｃ
ｆ 

＋
 ｜

ａ
｜

２

＋
 ｜

６
ｆ

－

２？
．

ｃ
－

２ｉ
．

ｃ ＝ ｌ ，

后 自 己进行对比 ， 找出思路中 的关键点 ．

＾＾ ，
． ．７ ＾７ｍ^

化 简 得 ＋＋
Ａ ， 又 因 为

（
三

）组织课 内
“

说题
”
一小专家大舞台 ｋ ｌ

２０ １ ６年上半年 ， 笔者有幸听 了 本校
一

位资深教师 ＋所 以 ０ ＜
ｊ

Ｃ
｜ 

＋
＾＾ ４及 ，

上 的
一

节高三复 习 课 ， 以
“

数形结合求解平面 向量 中 ｜

〇
１

模的最值 问题
”

为课题 ， 教师给 出
一

个精选例题之后 ， 匕
＝ ２＃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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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数学

教师 ： 向 量和数量之 间 可 以通过平方来联系 ， 由其他条件不变 ， 求
｜

ｃ
｜

的最大值 ．

此想到对已知条件进行平方处理 ， 很棒 ！ 教师 ： 很棒 ！ 对学生 ５ 的条件做了
一

点改变 ， 情况

学生 ３ ： 题 目 中 的 ｃ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 哪位同学来说说你的想法 ．
^

向 量都可 以 用 图 １ 表 学生＆機学生 ６的想法 ，獅也可以用图形 （如图 ３ ）

示出来 ， 我想到娜结
＼／ ＼

把向量之间的关系婉出来 ，用数形结合的思拫
＾

＝
ａ ，

入 羽 丽 ＝ ６


（ ／Ａ Ｄ Ｉ丽＝ ６
，５５ 

＝
ｃ ，延长 

ＯＣ
到 Ｆ 使得 

ＯＣ 

＝
ＣＦ

，
则 
５Ｆ 

＝
２ｃ

，

＾ 〇
， １）

〇

〇５ 
＝

？ ＋

＂

６

，

，Ａ／Ｊ＂ 

＝
Ｓ

，
６
－

２Ｃ 

＝ 屈 由 Ｃ 为 ＯＦ的中 点 ， 想

由 题意得卜 （
〇 ＋ ６

）
｜

＝／／
、乂觀仙 的 中 点 厂 并 连接 Ｃ［． ＷＪ ＣＭ狀 ， 又 由

—

１

＿

｜ 

—

Ｉ／／ （
ａ
－

ｃＨ６
－

２ｃ
＞

＝ ０得到 Ｃ１ 丄财＼ 所以 Ｃ４ 丄 Ｃ￡
， 所以点 Ｃ

＼

０Ｄ －

０Ｃ
＼

－

＼

ＣＤ
＼

＝
ｌ

， ｆｆｆ 在以狀 为直径的圆上 ， 设 ４￡ 的 中 点为 Ｇ
， 则 Ｇ 就是圆

以 ＜ ： 的终 点在 以 Ｚ） 点 〇心 ， 当 ０ 、 Ｇ 、 Ｃ 三点共线的时候 ， 即 ０Ｃ 为 圆 的直径

为 圆心 ， 半径为
１

时 ，

丨

Ｃ
丨

敢到最大值 ， 即 Ｆ

上 ， 所以
丨七 ＝

丨

丽
丨

＋ １ 

＝
２及 ＋ １ ．

 ＼

ｃ
｛ｍｘ 

＝
２Ｒ ＝ ＡＥ ＝ ４５

教师 ： 很好 ， 想到利用 数形结合来处理 向量模 的教ｆｆ ： 很好 ， 看 ＳＪ

最值 问题 ， 很方便 ， 计算也很简单 ． 那谁能归纳
一

些平巾 巾

面 向量中模的最值问题的求解方法吗 ？

用 数形 结合解决模 的 ￡

学生 ４ ？

？ 坐标法 ， 基＠量法 ， 几何法 （数形结合 ） ？

最值 问题 ？ 还有没有 同

在整个知识回顾环节 ， 教师创设 问 题 ， 由 学生说
Ｘ

题意 ， 说解法 ， 说思想方法 ． 教师只是教学的组织者和
°

＾
７

Ａ

参与者 ， 突现学生学习 的主体地位 ．

 学生 ９
？ 把题 目 中图 ３

２ 、 分析问题——说变式说方法 的条件 丨 换

教师 ： 现在开动你 的大脑 ， 尝试改变题 目 中 的某
成 ＜ ａ

＿ａ ＿

ｅ ＞＝ ６Ｑ
。

＞

ｓ獅 ：麵 丽都録直絲 ，赃－变不垂
ＩＬＬ．

直了 ， 变出 向量夹角为 ６０
°

的情况 ， 哪位同学可 以说说
学生说变式 ：

 你对这道题的思考 ？＿

学 生 ５ ： 把 题 目 中 的 条 件ｍ 

＝
 ｉＭ雜 １ Ｇ ： 我想夹角

（
？
－

ｃＨ６
－

ｃ
）

＝ ０ ， 其他条件不变 ’ 求 Ｍ 的最大值 ．

为 ６０
。

与麵垂直的本

教师 ： 哪位同学来说说这道题怎么解呢 ？

质是
－

样的 ， 仍然可 以 ／

＂

７＾ｔ７ｙ

１

学，＾题意
＾

图形
＾＾ ． 数形结合 ， 用 图 形 （如

^
（ｍｔ＞ ， ０Ａ＝ａ

，
０Ｂ

ｊ
ｂ

，
０Ｃ 

＝
ｃ

＾
／ ／
＾
＼＼

ｃ 〇４ ＝
ａ

，＼

ｍ ａ
－

ｃ － ｎ
，Ｂ

－

ｃ
－ｍ

， Ｉ

ｊｍ＿

＿ ｈｍ＝ ｃ＾ｙ＜
＿ｙ

Ａ
（
ａ
－

ｃＨ６
－

Ｃ
）

＝ ０ 得 沒 丄 ５§ ，＼Ｌ／＜ ａ
－

ｃ
，
６
－

ｃ ＞＝ ６０
。

可得图 ４

所 以点 Ｃ 在 以 为直径的 圆
０ Ｘ

－
—

＿

上 ， 设 的 中 点 为 Ｚ）
， 则 当图 ２乙４Ｃ５ 

＝
６（Ｔ

， 所以点 Ｃ在过 ４ 、 Ｓ两点的圆上 ， 且劣弧？

０ 、 Ｚ？
、 Ｃ 三 点 共 线 ． 时 ，

｜

ｃ
｜

取 到 最 大 值 ， 即
所对的圆周角 ｄＣＢ 

＝
６０

°

’ 设此圆的 圆心为 点 ￡ ：
’ 则当

Ｗ＝

丨
時 ， ＝

４ 丨冲 士時 丨時 ２在
〇 、 Ｕ三点共线时 ，

｜

Ｃ
｜

取到最大值 ， 由劣弧＿对的

■＂ ２２

— —圆周角 ＾＾和 ６０
。

，可得其圆心角 ／＾５ ＝
１ ２０

°

， 由三角

教师 ： 很棒 丨 抓住
（
ａ
－

ｃ
）

．

（
６
－

ｃ
） 

＝
０ 得 ＣＬ４ 丄 ＣＢ ， 幽＾^

出 图形 ，娜结合求 向 量的棚最值
－

目 了然 ． 谁还
％ 知 ＾ 可 ＃

丨叫 ＝ 及 ＋

丁
’ ｜

Ｃ￡卜丁
’ 所 以

能再变 出新的题 目 吗 ？ ： ｜

ｃ
Ｌ 

＝

 ｜

０￡
｜

＋
：

｜

￡Ｃ
｜ 

＝
＾ 

＋
^

专生 ７ ： 把条件 ｌ ｃ
－

ａ
－

６ ｌ 
＝

 ｌ 换成
（
ａ
－

ＣＨ６
－

２ｃ
） 

＝
０ ，教师 ： 很好 ， 不是垂直也可 以把 ｃ 的终点转换到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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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７年 １ 、 ２ 月 下旬 （高中 ）

高三数学复 习 ：狠抓反馈 ， 补偿教学
——从一道联考试题想到 的

华 中 坪 笟大学 第
一

附 属 中 学 （ ４ ３ ０２ ２ ３ ） 同 尤龙

武 汉 ｆ矣 格 中 ｆ（ ４ ３ ００ ７ ４ ）到 坪 舒

确 定高三数学复 习 课标高和 要求 的最核心依据
丨

一

、从试题 中看反馈

就是切 实客观的学情分析 ， 相 同 的 内 容 ， 在不 同层次
｜毫无疑 问 ，

一

次大型 的考试应该做到科学有效 、

的学校 、 班级上法都不尽相 同 ， 甚至在 同
一

个班级不
｜

规范严谨 ， 有 明确 的考 向性 ， 更给教师 的 教学
“

把脉
”

同 时期也不相 同 ． 从教 到 学 的 方式 ， 以 学生 为 主体 的
｜

并提供借鉴 ． 我有幸参与 并提交 了对文科卷 的试卷评

教学模式正逐步成 为 主流 ． 相对于教学 内 容 ， 学生 的
｜

价 、 阅 卷分析及教学 备考建议 ， 发现客观题远不像解

已有经验 、 学 习 基础 、 思维特点更 能决定课堂推进 的
ｉ

答题
一般 ， 解答题有考生 的答案痕迹 ， 有迹可循 ， 而客

方式乃至复 习 的成败 ． 因而 ， 关注 高三复 习 中 最重要
｜

观题都是
一

个个
“

冰冷
”

的答案 ． 我又
一

次深感过程 比

的 因素
——

学生才是提高复 习 效率的制胜法宝 ． 课堂
｜

结果更
“

可爱
”

！

中 ， 观察学生 的表情和情绪 ； 课后 ， 倾听学生 的 、 家长
｜ １ ．数学崇 尚求简精神 ， 解题更是如此

的反应 ， 及 时 、 细 心批 阅 学生 的作业 ， 科学 、 有针对性
｜在 《 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 （征求意见稿 ） 的 ９ 大

的 分析考试状况 ． 只 有不放松每
一

个有效 反馈 的细
｜

素养 中 ， 我个人十分赞 同章建跃先生 的观 点 ： 数学学

节 ， 下
一

步 的补偿教学才能真正做到恰到好处 ． 如 何
｜

科应 以
“

科学精神
”

和
“

理性思维
”

为统领 ． 要切实发展

从试卷上 、 试卷背后分析学生 的
“

四基
”

的掌握情况 ，

｜

学生的数学素养 ， 教师应立足于把数学教得简单而严

进而调整教学 的步式 ， 让学生最大 限度 的提高水准 ，

｜

谨 ， 多 设计符合学生发展规律 的 、 自 然而清楚 的 系列

便是科学有效的
“

考试观 本文 以 ２０ １ ７ 届湖北省八校
｜

教学活动 ， 让学生在感悟鉴赏数学 的求简精神 中 亲近

第
一

次联考高三文科数学 的
一

道压轴填空题 （ 第 １ ６ ｜

数学 ， 培养理性精神 ， 提高审美情趣 ．

题 ）为例 ， 笔者通过与学生 的课堂探讨与课下交流 ， 领
｜数学知识逻辑结构 的简约 、 证 明 方法 的简捷 、 表

会到 了 学生 的真正想法 ， 补偿上 了
一

节复 习 课 ， 效果
｜

达形式 的 简 明无不反映 出 数学 的
“

简
”

的 内涵 ． 命题者

明显 ， 整理 出来 ， 供同行批评指正 ． ｜

尊崇简 约大方 的 风格 ， 让 问 题变得清爽 ； 答题者按照

（ 第 １ ６ 题 ） 已 知 函 数 ＋忑 －

３

）

ｘ 
＋ ３ ｜

经济性原则 ， 理应让解题变得 自然简洁 ．
．

－

２ ＶＪ ，／ （
＊

）
与 ；ｃ 轴 依 次 交 于 点 ４ Ｂ 、 Ｃ

， 点 尸 为
｜题 （

＊
） 第 （ Ｉ ） 问 考查 曲线上某点处 的切线 的斜率

／ （
ｘ

）
图象上的动 点 ， 分别 以 尸 为切点作 函

｜（ 导数 的几何意义 ） ， 即 求二次 函 数 的最值 ， 运算量不

数 ／〇
？

〇
图象的切线 ． ｜

大 ； 而第 （ Ｉ Ｉ ） 问 中 虽 然 切 点 ４
，
Ｓ

，
Ｃ 处 的切 线斜率可

（ Ｉ ）点 Ｐ 处切线斜率最小值为 ； ｜

求 ， 但涉及无理式 的整理变形 ， 运算量不小 ， 这应该也

（ Ｉ Ｉ ）点 处切线斜率倒数和为 ． （
＊

） ｜
不是命题者预想 的解题思路 ． 我们 自 然要追寻简化 的

（接上 页 ） 上
一

点 ， 数形结合用 的很好 ． ｉ

模 ， 夹角 ， 数量积 ． 除此还有 向量共线定理 ， 向量的加 、

例题教学环节 由 学生对例题说变式 、 说思路 、 说
｜

减 、数乘运算 ， 还包括 向量的可平移性等 ．

解法 ， 真正从学生 的实际 出 发 ， 来强化知识方法 的落
｜ 参考文献

实 ．

 ． 丨 １ 章建跃． 树立课程 意识
，
落 实核心 素养 ［Ｊ ］

． 数学

３ ＇解决问题
一－说感悟说思想 ｊ 通报 ，

２０ １ ６５
．

１ 

－

４

教师 ： 现在谁 成总结
－

下本节课的 内容 ？


ｊ ２ 王 童童 ，

王凯 ． 尝试说题教学 ，

让课堂 充 满 生机
学生 １ １ ： 通过本节课 ， 巩 固 了 解决 向量 的模有坐

｜＋

标法 ， 基 向 ；
■法 ， 几舰 （娜结合 ） ． 特别是娜结合

ｉ
Ｄ
Ｕ

ｉ
’
２ ＊３ １ ５

’

１ ２

＾
１ ８

思想很重要 丨 ３ 李 ■

萍 ． 说题 ？ 教 学 的 尝 试 Ｄ ］
． 数 学 通讯 ．２〇 〇５

，
^

教师 ： 很好 ， 那谁能说说构造几何 图形 的基础 （依
Ｉ

４
＾

６

据 ） 由哪幽 卩尼 ？ ！ ４ 陈雅雅 ． 对一道 ２０ １ ４ 浙 江 省教师说题 比赛试题

学生 １ ２ ： 主要 向 量 中 有 明 显 的 几何意 义 的包括
｜

的探究 Ｄ ］

． 中 学数学教学 ，
２０ １ ５

，

２ ： １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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