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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一道教材习题的高三复习课

筅浙江省湖州市吴兴高级中学 刘晓东

一、引言

高三复习是一个系统工程，对于学生而言，高三复
习是对数学知识的再学习，是把数学知识进行巩固和内
化，形成知识体系，逐步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于教师而言，通过高三复习课教学，进一步激发学
生对数学的兴趣， 帮助学生构建科学的知识网络，促
进学生对数学思想方法的理解和掌握.如何提高复习课
的效率？ 始终是高三教学永恒的话题，现实中，我们不
难发现，很多学校、很多老师的高三数学复习，都是围
绕教辅资料一轮、二轮甚至三轮、四轮，机械地重复与练
习仿佛成了高三数学复习的全部，教师缺乏对复习课深
刻的理解与精心设计，成了教辅资料的奴隶，学生则成
了解题的工具，数学能力依旧在原地徘徊，很难有质的
飞跃.

要改善复习课的教学现状，关键在教师.教师用教
辅资料无可厚非，但不能只是教辅的搬运工，应致力于
对复习课的教学设计，加强对教材的深刻理解及适度开
发、挖掘.教材是数学知识、方法、思想的重要载体，是产
生高考题的主要来源， 相当数量的高考题源于教材，即
使是综合题，也是基本题的组合、加工和发展，高考试题
万变不离其宗.纵观高考学生答题情况，考生在答题中
的大部分失误，并不是因为缺乏灵活思维，而是对基础
知识、基本定理的掌握存在不足，对知识理解往往是片
面的、孤立的、肤浅的，不能形成完整合理的知识体系和
深层次的理解，这些原因的产生与学生在高考复习中脱
离教材有很大的关系.脱离课本，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
严重影响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牢固掌握， 在复习过程
中，教师应有意识、有目的地对教材中典型的例习题进
行反思探讨，挖掘例习题的内涵和外延，在变换中培养
学生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达到“知新”的目的.本文是
源于一道课本习题的高三复习课，旨在引玉.

二、源于一道教材习题的高三复习课教学
设计

环节一：原题再现
原题 （人教A版必修4第

102页第4题）如图1，设Ox、Oy是
平面内相交成60°角的两条数
轴，e1、e2分别是与x轴、y轴正方

向同向的单位向量， 若向量O
筅筅
P

=xe1+ye2，则把有序实数对（x，y）叫作向量O
筅筅
P在坐标系

xOy中的坐标.假设O
筅筅
P=3e1+2e2.

（1）计算|O
筅筅
P|的大小；

（2）由平面向量的基本定理，本题中向量坐标的规
定是否合理？

分析：（1）|O
筅筅
P|的计算即可以采用两边平方的方法求

解，也可以在坐标系xOy中解三角形.
（2）按平面向量的基本定理，以平面内任一组不共

线的向量O
筅筅
A、O

筅筅
B作基底，对平面内任一向量O

筅筅
P，有且仅

有唯一一组有序实数对（x，y）使得O
筅筅
P=xO

筅筅
A+yO

筅筅
B，这样，

对于基底向量O
筅筅
A、O

筅筅
B，向量O

筅筅
P就与唯一确定的有序实

数对（x，y）相对应，显然这里的坐标规定是合理的.如果
基底是正交的，（x，y）就是直角坐标系下的坐标，如果不
是正交基底，我们不妨把它叫作斜坐标系，显然直角坐
标系是斜坐标系的一种特例.

变式拓展：过点P作直线l分别与x轴、y轴交于点A、B，
确定A、B的位置，使△OAB的面积最小，并求最小值.

解法1：（基底法）设O
筅筅
P=mO

筅筅
A+nO

筅筅
B，因为A、P、B三点

共线，所以m+n=1，且
m= 3

x
，

n= 2
y

△
△
△
△
△
△
△
△
△
△
△
△
△

，
即 3

x
+ 2
y
=1.又 3

x
+ 2
y
≥

x

P

e1
O

e2

y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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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xy

摇

姨 ≤1，所以xy≥24.

所以S△OAB= 1
2
xysin60°≥ 1

2
×24× 3摇

姨
2

=6 3摇
姨 ，当

且仅当 3
x
= 2
y
，即A（6，0），B（0，4）时，△OAB面积的最小

值为6 3摇
姨 .

解法2：（斜坐标系法）设A（x，0），B（0，y），O
△△
P=mO

△△
A+

nO
△△
B=m（x，0）+n（0，y）=（3，2），则

mx=3，
ny=2
△

.

因为A、P、B三点共线，所以m+n=1，即 3
x
+ 2
y
=1，下

面同解法1.
设计意图：原题是教材中一道非常经典的习题，内涵

丰富.通过原题再现，让学生重温经典（有的学生可能根
本就没做过），但并不是为了解题而解题，主要是让学生
通过解题体验斜坐标系的思想.对问题（1）两种方法的
处理，既体现了向量运算的统一性，也体现了斜坐标系
自身的特点；对问题（2）的解读，即对平面向量的基本定
理进行了复习，也说明了斜坐标系的合理性.为了强化
学生对斜坐标系的体验，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变式，为斜
坐标系的引入奠定基础.

环节二：斜坐标系的引入
1.斜坐标系的定义
在平面坐标系中，如果x轴和y

轴相交成任意的角θ（不一定是直
角），如图2，经过平面内一点P作坐
标轴的平行线PM和PN作为P点的x
坐标和y坐标， 这样的坐标系叫作
斜坐标系.

2.斜坐标系的几个结论
（1）斜坐标系也可分为四个象限，各象限点的坐标

及符号与直角坐标系定义方式相同.
（2）平面向量中的结论在斜坐标系中成立，且十分

方便（基底即有方向的单位长）.
（3）斜坐标系中的直线方程可以利用直角坐标系中

的截距式方程. 设m、n分别是直线l在x轴、y轴上的“截

距”，则l的方程为 x
m
+ y
n
=1，过原点的直线方程为y=tx.

（4）在斜坐标系中x+y=k为一族平行直线，类比直角
坐标系，k为两轴上的“截距”.

3.斜坐标系下的“四象九域”
如图3所示，三点A、Q、B共线，则存在实数x，y，使得

O
△△
Q=xO

△△
A+yO

△△
B，且x+y=1，若以x，y作为有序点对（x，y），以

OA为x轴，OB为y轴建立斜
角坐标系，类比直角坐标系
下坐标的性质，可以得到斜
坐标系的“四象九域”.

类比直角坐标系下线
性规划知识可得：（不妨记
1—1区域为第一象限1号区
域，其余类似，共九个区域）

1—1区域：
x>0，
y>0，
0<x+y<1

△
△
△
△△
△
△
△
△△
△ ；

1—2区域：
x>0，
y>0，
x+y>1

△
△
△
△△
△
△
△
△△
△ ；

2—1区域：
x<0，
y>0，
x+y<0

△
△
△
△△
△
△
△
△△
△ ；

2—2区域：
x<0，
y>0，
0<x+y<1

△
△
△
△△
△
△
△
△△
△ ；

2—3区域：
x<0，
y>0，
x+y>1

△
△
△
△△
△
△
△
△△
△ ；

3区域：
x<0，
y<0，
x+y<0

△
△
△
△△
△
△
△
△△
△ ；

4—1区域：
x>0，
y<0，
x+y<0

△
△
△
△△
△
△
△
△△
△ ；

4—2区域：
x>0，
y<0，
0<x+y<1

△
△
△
△△
△
△
△
△△
△ ；

4—3区域：
x>0，
y<0，
x+y>1

△
△
△
△△
△
△
△
△△
△ .

设计意图：教材在平面向量的学习中安排这个习
题，是有一定含义的，平面向量中的结论在斜坐标系中
成立，说明了斜坐标系对向量的意义.在本环节的设计
上，突出斜坐标系的定义，在这点上学生是很容易接受
的，但有了定义，学生还不一定会用，为此，又给出了斜
坐标系的几个相关结论及“四象九域”，为学生的应用提
供更多的抓手，特别是与线性规划的结合，充分体现了
直角坐标系与斜坐标系的内在联系及一致性.

环节三：斜坐标系下的向量问题
1.利用“四象九域”解题
例1 （2016年浙江统测文）已知平面向量a，b，c，满

足c=xa+yb（x，y∈R），且a·c>0，b·c>0.下面结论正确的
是（ ）.

A.若a·b<0，则x>0，y>0  B.若a·b<0，则x<0，y<0
C.若a·b>0，则x<0，y<0 D.若a·b>0，则x>0，y>0
解析：因为a·c>0，b·c>0，若a·b<0，则可建立如图4

所示的斜坐标系，则向量c在第一象限，所以x>0，y>0，故
选A.

xa

c
by

O
图 4

xB

y
C

A
图 5

M

xM

P

y

θ

N

O

图 2

4—3
x

4—24—1

O3
A
1—2
y

1—1

B
2—3Q

x+y=1

2—2

2—1

x+y=0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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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式1：（2016年北京市朝阳区高三一模） 已知M为

三角形ABC内一点（不含边界），A
��
M= 1

4
A
��
B+nA

��
C，则实数

n的取值范围是______.
解析：如图5，以AB为x轴，以AC为y轴建立斜坐标

系，AB、AC分别为x轴、y轴方向上的单位长度，则BC的方

程为x+y=1，因为M在三角形内部，所以n>0，且 1
4
+n<1，

所以0<n< 3
4
.

变式2： （2006年湖南理
15）如图6，OM∥AB，点P在由
射线OM、 线段OB及AB的延
长线围成的区域内（不含边

界）运动，且O
��
P=xO

��
A+yO

��
B，则x的取值范围是_________；

当x=- 1
2
时，y的取值范围是_________.

解析：以OA、OB分别为x轴、y轴建立斜坐标系，如图
6，OA、OB为单位长，则AB的方程为x+y=1，OM的方程为

x+y=0，由点P所处位置，则x<0，0<x+y<1，因为x=- 1
2
，所

以0<- 1
2
+y<1，即 1

2
<y< 3

2
.

设计意图：“四象九域” 是斜坐标系的基本要素，为
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斜坐标系， 掌握斜坐标系的应用，
特设计例1和两个变式，这三个问题利用“四象九域”来
解决， 显得尤为自然和简捷， 学生也能够很快掌握，当
然，我们也不能否定其他的解法.

2.斜坐标系与线性规划的结合
例 2 （2016年杭州一模 ） 在直角

△ABC中，∠C是直角，CA=4，CB=3，△ABC
的内切圆交CA、CB于点D、E，P是图7中阴

影区域内的一点（不包含边界），若C
��
P=xC

��
D

+yC
��
E，则x+y的值可以是（ ）.
A.1 B.2 C.4 D.8
解析：分别以CB、CA为x轴、y轴建立直角坐标系，易

知△ABC内切圆半径为1， 则DE的直线方程为x+y=1，此
时显然不合题意，把DE适度上下平移，易知只有x+y=2
满足题意，故选B.

例3 （2015年东北四校联考） 已知点A（1，-1），

B（4，0），C（2，2），点P满足A
��
P=λA

��
B+μA

��
C，（1≤λ≤a，1≤

μ≤b），若 1
a
+ 1
b
=1，则点P（x，y）组成的平面区域的面积

为（ ）.
A.2 B.4 C.8 D.12

解析：易知，AB=AC= 10摇
姨 ，BC=2 2摇

姨 ，设a=b=2，则
1≤λ≤2，
1≤μ≤2，
2≤λ+μ≤4

姨
姨
姨
姨姨
姨
姨
姨
姨姨
姨 .
如图8，建立斜坐标系，结合线性规划知识，则点

P（x，y）组成的平面区域为图中的阴影部分，其面积为三
角形ABC面积的2倍，故选C.

λ

μ

1 2

2

B

C
1

A

图 8

变式3：（2016年绍兴市高三第一学期高三期末）正

△ABC的边长为1，向量A
��
P=xA

��
B+yA

��
C，且0≤x，y≤1， 1

2
≤

x+y≤ 3
2
，则动点P所形成的平面区域的面积为______.

解析：仿照例3建立斜坐标系，易求得动点P所形成

的平面区域的面积为 3 3摇
姨
8

.

设计意图：本环节的设计以直角坐标系导入，通过
例3和变式3的设计，让学生充分体验利用斜坐标系处理
向量问题的快捷，大大减少了思维量，从斜坐标系的视
角处理线性规划问题， 学生掌握的不仅仅是一种方法，
更是对思维的一种提升，是对数学更深刻的理解.

3.由平面向空间拓展
例4 如图9所示，点O∈

平面A′B′C′∥平面ABC， 点Q
在三棱锥O-ABC内部运动（不

含边界），记O
��
Q=xO

��
A+yO

��
B+

z O
��
C ， 则 x的取值范围是

_________.若x= 1
2
时，则y+z

的取值范围是________.
解析： 如图9建立空间斜坐标系， 结合线性规划知

识，易得x>0，y>0，z>0，且0<x+y+z<1，所以x的取值范围

是0<x<1.若x= 1
2
，则0< 1

2
+y+z<1.又x>0，y>0，z>0，所以

0<y+z< 1
2
.

设计意图：本环节的设计是将斜坐标系由平面推广
到空间，旨在开拓学生的思维空间，学生的理解也是水
到渠成，以例1为基础，本解法自然流畅，给人耳目一新

BEC

D

P

A

图 7
x

y

A

B

A′

B′

Q
C

z

C′
P

O

图 9

AO

BP
M

图 6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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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感.考虑到学生认知基础，此处不易过度拓展，否则也
不符合高考要求，所以本环节只安排一个例题，也没必
要设置变式.

4.活用斜坐标系直线的“截距”
例5 （2016年稽阳

联谊高三联考）如图10，
在平行四边形ABCD中，
E是AB的中点，BD与CE

相交于点P.若A
��
P=xA

��
B+

yA
��
D（x，y∈R），则2x+y=______；若Q是△BCP内部（含边

界）一动点，且A
��
Q=mA

��
B+nA

��
D（m，n∈R），则m+2n的取值

范围为______.
解析：如图10，分别以AB，AD为x轴，y轴，AB，AD为单

位长建立斜坐标系，因为E为AB的中点，过点P作PF∥AD，

则易得P点坐标为 2
3
， 1
3∥ ∥，所以2x+y=2× 2

3
+ 1
3
= 5
3
.

设m+2n=m+ n
1
2

=z，显然，直线过点B时截距最小，

过点C时截距最大.结合平行四边形的几何性质，易知截
距最小值为1， 截距最大值为3， 即m+2n的取值范围为
［1，3］.

例6 （2011届苏锡常镇扬五市
调研）如图11，在正方形ABCD中，E为
AB的中点，P为以A为圆心、AB为半

径的圆弧上的任意一点，设向量A
��
C=

λD
��
E+μA

��
P，则λ+μ的最小值为______.

解析 ：作A
��
G=D

��
E，则A

��
C=λA

��
G+

μA
��
P，分别以A

��
G、A

��
P所在直线为x轴、y

轴建立斜坐标系.设λ+μ=t，则t的几何

意义为过点C且平行于P
��
G的直线在基底向量上的截距.

显然A
��
P与A

��
B重合时截距最小，此时，CF∥BG，因为E为

AB的中点，所以t= 1
2
.

设计意图：斜坐标系下直线的“截距”式方程是斜坐
标系的亮点工具之一，有着美丽的几何意义，本环节通
过两个例题的设置向学生充分展示了它的应用.对于学
生而言，初用斜坐标系可能一时还无法适应，思维还会
停留在原有的习惯上，但通过一定的训练，学生会很快
接受的.对于这两个例题，我们既可以用几何法解决，也
可以通过基底思想进行求解，但我们从斜坐标系的视角
来处理，指向更为明确，只要合理的建系，问题便可迎刃
而解.

三、教学反思

1.恰当地处理好课本与复习资料的关系
如何用好复习资料，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如何处

理好课本与复习资料的关系，这是高三复习过程中首先
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教材是教学的蓝本，无论是学
生还是教师都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教材中比较经典
的习题，我们更应花大力气去研究、探讨，甚至是去拓
展，本案例通过对一道课本习题的开发与拓展，并与高
考热点相结合，收到了较好的复习效果.

2.对于教材习题拓展应适度
高三复习过程中， 最难把握的就是教学的难度问

题.对于教材习题拓展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探讨的问
题.本节课笔者在三个不同层次的学校都上过，教学效
果也大相径庭，基础好的学校效果明显要好.对于基础
差一点的学生而言，并不是他们接受不了，而是对斜坐
标系毫无概念，让其在一节课之内完全接受，难度可想
而知.事实上，对教材习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在高三，而应
该贯穿在我们教学的全过程中.

3.让高三数学复习课的课堂真正“活”起来
高三数学以复习课为主，传统做法是大容量、大密

度，以老师讲为主，学生被动地接受，在课堂上基本上是
围绕着教辅资料转，围着题目转，师生都成了解题机器，
复习效果往往事倍功半. 事实上只要我们把头抬起来，
看看教材，研究一下教材习题，我们会发现一片新天地.
本案例的意图就是要打破常规，从研究教材的视角向学
生传递一个信息，教材是根，课本才是我们高三复习的
根本.从实际教学来看，这样的复习课学生的参与度明
显提高，课堂真正活了起来，虽然本节课的教学设计，在
容量、难度等处理上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学生还
是比较欢迎，效果也比较理想.

著名数学家Ｇ.波利亚说过：“一个专心的认真备课
的教师能够拿出一个一个有意义但又不太复杂的题目，
去帮助学生发掘问题的各个方面， 使得通过这道题，就
像通过一个门户，把学生引入一个完整的理论领域.”事
实上，教材中的习题是编者从茫茫的题海中经过反复筛
选，精心选择出来的，在解题思路和方法上具有典型性
和代表性， 在由知识转化为能力上具有示范性和启发
性.本案例正是基于这种思想，通过对一道教材习题背
景的揭示与拓展，去诠释研究数学教材习题、开发教材
习题的必要性，从而提高高三数学复习课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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