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LI POUXI
案 例 剖 析

107

数学学习与研究 2017. 19

临深渊登高山，一览众山小临深渊登高山，一览众山小
———高三一轮复习课“双曲线( 1) ”课例探究

◎潘永斌 (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江苏 南京 210008)

【摘要】针对江苏高考内容及模式，南京市教研室就高
三一轮复习课已给出了成熟而高效的课型模式，并成功实
践多年，效果显著． 与此同时，高三一轮复习课还应有其区
别于高一、高二复习的“高度”和“深度”，着眼于学生对高
中知识点的整体把握和架构，兼顾学生在知识与能力两方
面的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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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构“高度”与探寻“深度”
( 一) 高三一轮复习应具备一定的“高度”
到了高三一轮复习阶段，学生已完整地学习了高中数

学所有内容，对知识体系、方法体系及数学思想应有一个总
体的把握，也就是我们应引领学生站在一个“高处”去俯视
具体的知识点、问题及思想方法，对其有一个全局的认识，
了解各部分内容的联系、方法的迁移及数学思想的统一．

( 二) 高三一轮复习应具备一定的“深度”
“双曲线”为高考的 A 级点要求，笔者的理解是因为它

和椭圆近乎一致的内容和方法，使得对其的考查通常以椭
圆为载体出现，但难度不等同于深度，我们更应重视它所承
载的“深度”，即对于双曲线所承载的解决圆锥曲线问题一
般方法的提炼及研究新问题的一般思维模式的培养． 在一
轮复习阶段，我们应该始终保持两线并行: 一是对知识点的
覆盖复习，二是对学生数学思维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二、教学过程
( 一) 两个问题的提出，提炼高度
从常规角度，一轮复习课的第一环节应该是由小题引

入对知识点的回忆，而笔者在这之前加问了两个问题．
问题 1 双曲线应该复习、研究哪些内容?
笔者为这个大问题又设计了小问题串作为引导． 小问

题 1: 双曲线属于哪一类曲线? 小问题 2: 我们之前研究了
哪个圆锥曲线? 小问题 3: 我们复习、研究了椭圆的哪些
内容?

通过小问题的回顾与回答，学生豁然开朗，我们要的不
仅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更是希望学生能练成俯视全局的双
眼，看清知识的全貌和它们之间的联系．

问题 2 怎样研究?
这是一个涉及“视角”和“高度”的问题，继续用两个小

问题引导学生思维． 小问题 1: 圆锥曲线是属于数学中的哪
个分支? 小问题 2: 解析几何的本质是什么?

当“以形助数、以数解形”这八个字出现在投影上的时
候，希望学生站在“高处”，将“高度”注入一轮复习的尝试
也正式拉开序幕．

( 二) 基础自测，挖掘“深度”
波利亚说过:“一个专心的认真备课的老师能够拿出一

个有意义但又不复杂的题目，去帮助学生挖掘问题的各个
方面，使得通过这道题就好像通过一道门，把学生引入一个
完整理论领域”．
“完整的理论领域”可以理解为知识层面和方法、思维、

能力层面． 因此，“不复杂”指的是“难度”，“有意思”指的是
“深度”． 在基础自测题的设置上，我们不追难，但也不能如
默写概念般的毫无营养，小题的设置，一方面，应能直接引

起学生对本课知识点的回忆与思考，另一方面，也应承载对
解决问题一般方法和思维的培养，即所谓的“深度”．
“双曲线( 1 ) ”从知识的角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① 定义，包含统一定义; ② 标准方程; ③ 重要基本量及关
系． 因此，在基础自测题的设置上笔者也将其大致分为三个
段落．

第一段落: 1． 已知 F1，F2 分别为双曲线
x2
16 － y2

9 = 1 的

左、右焦点，AB 是左支上过点 F1 的弦，且 AB = 6，则△ABF2

的周长为 ．
这个问题围绕双曲线的定义展开，在分析的过程中，笔

者试图引导学生从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顺序入手，即问题
的识别→知识、方法的选择→具体的操作，在问题识别阶
段，提炼出涉及焦半径问题时，优先用定义，并注意焦半径
范围的方法联想．

在利用统一定义解决焦半径范围时，学生亦可体会“以
形助数、以数解形”的数学思想方法．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兼顾了对知识点的回忆和对数
学思想方法及解决问题的一般路径的体会，难度没有提高，
但始终没有放弃对“深度”的体会和挖掘．

第二段落: 2． 已知双曲线 C: x
2

a2 － y2

b2
= 1( a ＞ 0，b ＞ 0) 的

焦距为 10，点 P ( 2，1 ) 在 C 的 渐 近 线 上，则 C 的 方 程
为 ．

选取有关标准方程、基本量及其关系问题，帮助学生回
忆知识点及操作技巧．

第三段落: 3． 已知双曲线 2mx2 － my2 = 2 的一条准线方
程是 y = 1，则 m = ．

笔者认为，基础自测问题在兼顾知识和方法的同时，也
应承担起暴露学生典型错误的功能，此问题的设计主要是
暴露学生在第三环节———具体的操作上出现的典型错误．
在涉及方程标准形式时，必须先设( 或化) 为方程的标准形
式，并注意区分焦点在哪个轴上．

三个段落，从对于问题的识别、题型的判断，到知识的
选择、方法的联想，最后再到具体的操作层面的操作要领，
中间穿插“数、形”的结合，全面串起了学生对概念、方法的
回忆与思考，也对解决一般问题的模式和思维进行了又一
次的实践和提升．

( 三) 例题分析，展示、优化、迁移、提升

例 双曲线
x2

a2 － y2

b2
= 1( a ＞ 0，b ＞ 0) 的两个焦点为 F1，

F2，若 P 为其上一点，且 |PF1 | = 2 |PF2 |，则双曲线离心率的
取值范围为 ．

在此阶段，学生识别题型与提炼方法，教师在学生分析
的基础上明确考点题型，帮助学生达成对这类题型的思考
方向，同时帮助学生分析方法的选择和优化． 学生整理、强
化对基本想法的认识的同时，进一步订正自己出现的错误，
规范自己的表达，补充做法，再次领悟比较各种方法的优劣
和合理性，分析方法使用的特征，认识方法的优化，达成迁
移的清晰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