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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数学复习建议与策略重构
樋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刘 冰

２０２１年 １月 ２３日 ，由国家教育部命题考试中心统

一命题 ，江苏 、河北 、辽宁 、福建 、湖北 、湖南 、广东和重

庆等八个省 、市全体高三（共有 ３３１万多人参加高考 ，将

近占当年全国高考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堪称史上规模

最大的联考）参加的八省模拟演练的数学学科试卷正

式出炉 ．这份“八省联考”从形式上看 ，这只是一次联合

模拟考试 ；从实质上说 ，这是一次适应性考试 ．不同于

一般意义上的模拟考试 ，因其命题的组织者 、考试的实

施者均为国家教育部命题考试中心 ，从这个意义上看 ，

这次考试堪称一个风向标 ，充分展现出新高考的新考

法 ，检测备考者的心理和思路 ，试探人们的理解和接受

程度 ，为新高考的全面推行做好铺垫 ．

一 、试卷特点与启示

结合 ２０２１年 １月国家教育部命题考试中心命制

的“八省联考”题 、２０２０年新高考山东卷等试卷 ，可以

大体看出新高考数学试卷的一些基本特点 ，为我们高

考复习备考给出些许启示 ．

（一）突破局限 ，拓展空间

试题呈现出一定的奇异美与创新美 ，打破我们对

数学试卷的传统刻板认知 ，突破了数学内容和方法的

局限 ．试题的命制不按“老规矩”之路走 ，背景的创新 ，

知识的创新 ，方法的创新 ，答案的创新等 ，令人耳目一

新 ．特别 ，按“老规矩” 复习的教师和学生极不适应 ，

“不熟悉” ，“陌生感十足” ，从心理上已经产生一定的

阴影 ．

如立体几何的解答题不考空间线面平行 、垂直 、

二面角和空间直角坐标系等内容 ，而改考欧拉公式 、

曲率等创新定义 ；解析几何的解答题不考椭圆 、抛物

线 、联立消元 、韦达定理 、定点 、定值等常见问题 ，而改

考双曲线问题 ，涉及双曲线的几何性质以及平面几何

中角的相等问题的证明 ．

（二）简洁明了 ，数学味浓

试题中涉及数学文化和实际应用的题目有 ４题 ，

数量比较合适（相比较 ２０２０年新高考山东卷有 ７题之

多） ，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而新定义问题也有所

涉及 ．具体设置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拉近学生与社会

之间的距离 ，合理借助数学的基本知识 、基本思想方

法来破解相关数学问题的能力 ．

问题更加简洁 ，有效落实立德树人 ，渗透爱国主

义和传统文化教育 ，这都充分体现新课程改革和高考

改革的指导思想 ，弘扬传统文化 ，增强应用意识 ，渗透

数学建模 ，提升创新意识 ．

（三）创新类型 ，考法改变

增加了 ２０２０年新高考山东卷中的多项选择题类

型 ，同时增加了一些开放性题目 ，试题更新颖 ，少了一

些“熟知”的面孔 ，对考生的全面能力的要求更高 ．同

时 ，这些问题都很好考查了综合性 ，展现较高的灵活

性和优化思维 ，在高考复习中要引起重视 ．

该试卷质量高 ，创新点多 ，亮点多 ，在多角度 、多

层次考查数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 ，注重对数学思想方

法 、数学能力及数学核心素养的考查 ，展示了数学的

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 ，同时兼顾了试题的基础性 、综

合性和创新型 ，以及试题间的层次性 ，合理调控综合

程度 ．

二 、复习建议与策略

（一）拓宽高考认知 ，重视方向和思路的调整

理性看待“八省联考” 、２０２０ 年新高考山东卷等 ，

整体数学试卷是从指导思想 、命题方向 、情境设计 、试

题呈现 、内容融合 、方法技巧 、考查重点等方面 ，都与

以前高考试卷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 ，以致于大家大

呼“不适应”“陌生”等 ．

因此在新高考数学备考中 ，一定要及时调整复习

方向与思路 ，改变原来传统的“套路”和“刷题” ，适当做

题 ，多做精题 ．复习要全面铺开 ，从数学知识 、数学思想

方法和数学能力等各个不同角度展开 ，一切皆有可能 ，

一切都可入题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考的 ，突出数学思

维 ，将课标中的数学知识点全方位扫描 ，查漏补缺 ，不

应凭老经验行事 ，自设樊笼 ，自作主张 ，自我“猜题” ．

（二）重视“四基”落实 ，抓住本质和本源的夯实

无论高考题怎么出 ，一般题也好 ，多项选择题也

好 ，开放性试题也好 ，创新性试题也好 ，数学文化题也

好 ，实际应用问题也好 ，形式怎么新怎么改变 ，都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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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数学的基本知识 、数学思想方法和数学能力等 ．重

视“四基”落实 ，一定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

因此在新高考数学备考中 ，要重视数学思想与方

法的提炼与小结 ，以数学基本知识为基础 ，渗透数学

思想方法 ，提升数学能力 ，要加强通性通法的教学 ，这

才是最基本的 ，也是高考数学命题的根本所在 ．充分

抓住数学本质 ，回归数学本源 ，万变不离其宗 ，摒弃乱

七八糟的“秒杀”技巧和解题“套路” ．

（三）突出思维过程 ，注重思维方法的引领

数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学科 ，更是思维的学科 ．解

题的关键是思维过程的完善与实施 ，注重解题中思维

的全呈现 、全暴露 ，如何从条件入手 ，如何联系数学知

识 ，如何渗透数学思想方法 ，如何切入 ，如何转化 ，如

何求解等一系列的过程 ，形成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

链 ，形成引领作用 ．

因此在新高考数学备考中 ，要着力培育学生的思

维能力 ，突出解题思维过程的完善与实施 ，要以思路

切入为重点 ，引导学生怎么从条件出发 ，经过怎样的

分析和转化 ，结合结果的联系 ，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

思路和方法 ．华罗庚先生说过 ：“学数学要到数学家的

废纸篓里找答案 ．”因为废纸篓里有破解问题的思维

过程和思路方法 ．

（四）重视试题讲评 ，提升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把课堂当做老师展示自己的舞台还是当做学生

耕耘希望的田野 ，是衡量一个教师教学观的试金石 ．

试题讲评无论何时都是数学教学的重要工作之一 ，其

效果好比医生的治病救人 ，关键在于找准“症” ，既要

知其然 ，更要知其所以然 ，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做到药

到病除 ．合理“望 、闻 、问 、切” ，而非不问青红皂白 ，把

试题讲评当成老师的“独角戏” ．

因此在新高考数学备考中 ，具体试卷讲评时 ，要

对试卷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 ，确定需评讲的内容和时

间 ，要对教学过程进行整体设计 ，合理突出解题的关

键点 、易错点和规范性的讲解 ，注意合理取舍 ，不讲也

会的免讲 ，一讲就会的少讲 ，讲了也不会的坚决不讲 ．

同时试卷讲评后 ，注意要求学生进行全面订正 ，合理

纠错与知识遗漏点 、缺点补救 ，总结答题中相应的经

验和教训 ，对一些重点问题可以进行变式练习与训练

等 ，形成试卷讲评的最优效果 ，切实落实教学的针对

性与有效性 ．

（五）切忌猜题押宝 ，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

历年高考前夕 ，各种各样的“猜题押宝”都会华丽

登场 ．一些教师也会根据自身历年的教学实践加以

“个人猜想” ——— 哪个知识点考查的概率多与少 ，哪个

知识点考查的方式 ，侧重性的评说等 ．这在一定程度

上会影响考生的复习与备考 ，导致数学基本知识 、数

学思想方法和数学能力的偏差 ．

其实 ，猜题押宝的弊端从表面上看是应试 ，往深

里说是视野和格局 ．无论是课程改革还是高考改革 ，

其出发点都在于立德树人 ，高科技竞争的表现是创新

能力的竞争 ，其背后则是人才的竞争 ，而人才的竞争

又必定体现为课堂教学的竞争 ，而最终的最终乃是教

师水平的竞争 ．合理的引领 ，全面的复习 ，能力的提

升 ，素养的培养等 ，这才是一名优秀的教师所必须具

备的 ．

一切皆有可能 ，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只有我

们来适应高考 ，而不是高考来将就我们 ．当高考没有

模式时 ，才能算是真正成熟了 ．而没有规律才是最大

的规律 ．相应地 ，当高考备考真正做到关注人和素养 ，

避免套路和刷题 ，做到沉下心来 ，扎好马步 ，练好基本

功 ，这也才算是真正对路了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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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点体会

综上 ，我们可以发现 ，利用（对棱夹角公式）空间

余弦定理可以将夹角问题快速地转化为边长问题 ，可

以方便我们进行运算 ．还有对于一些动态的翻折旋转

问题 ，要知道异面直线垂直时角最大 ，向两侧翻折旋

转至共面有角的最小 ．

数学家克莱因说过 ：“教师掌握的知识要比他所

教的知识多得多 ，才能引导学生绕过悬崖 、渡过险

滩 ．”所以上述这些方法为我们教学中对于一些复杂

异面直线所成角问题进行了很重要的补充 ，起到了化

繁为简的效果 ，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立体几何的积

极性 ，丰富了学生解题视野 ，扩展了学生的发散思维 ，

同时从平面到空间上的扩展与延伸有助于培养学生

创新思维的形成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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