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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组合作学习的高三数学一轮复习模式

———以《椭圆的复习(一)》一课为例

张巧凤

(江苏省南京市燕子矶中学,210038)

摘 要:基于小组合作学习的高三数学一轮复习模式,参考“学

习金字塔”理论,主要包括“知识梳理”与“方法提炼”两个板块,既重

视学生基础的夯实,也重视学生能力的提高;每一个板块都体现了

“自主学习→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的循环,使学生主动参与、充分

参与,更好地体验学习的过程,内化知识与方法,增强思考、操作、表

达、交流等各种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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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让学生通过自己的

努力去理解的东西,才能成为他自己的东西,

才是他真正掌握的东西。”《普通高中数学课

程标准(201 7 年版)》明确提出:“提倡独立思

考、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等多种学习方式,激

发学习数学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促

进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发展。”教师必

须从传统的“包办代替”中走出来,摒弃“注入

式”“满堂灌”的教法,用自己的教学行为指引

和促进学生的学习行为,让学生真正成为学

习的主人。而教学模式是教学方法的可操作

范式,可以较好地减少教学的随意性。

因此,针对传统的高三数学一轮复习教

学导致的学生“一听就懂,一做就错”(“懂而

不会”)的现象,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梳理所

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思想、基本经

验,将它们构成系统的网络,达成知识的有效

存储、提取和迁移、应用,笔者设计和实施了

基于小组合作学习的高三数学一轮复习模

式。下面,以《椭圆的复习(一)》一课为例,谈

谈相关的实践与思考。

一、小组合作学习模式的提出

美国学者爱德加·戴尔(Edgar Dale)提

出了“学习金字塔”(Cone of Learning)理论,

指出:在初次学习两周后,阅读能够记住学习

内容 的 1 0%,聆 听 能 够 记 住 学 习 内 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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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看图片能够记住学习内容的 30%,看影

像、看展览、看演示、现场观摩等能够记住学

习内容的 50%,参与讨论、发言能够记住学习

内容的 70%,做报告、给别人讲、亲身体验、动

手做等能够记住学习内容的 90%。概括来

说,学习效果在 30%以下的几种方式都是个

人学习或被动学习,而学习效果在 50%以上

的几种方式是团队学习、主动学习和参与式

学习。

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即将班级分成若干

个“同组异质”“异组同质”的学习小组,通过

一定的检测方法,促使学生在小组互动中自

学思考、互学研讨、展学完善、巩固提升,激发

学习兴趣,提高参与程度,实现对知识的建构

和生成。“同组异质”能够保证组内不同层次

学生之间的相互帮扶,确保每一个学生都不

掉队;“异组同质”能够保证不同组之间的相

互补充和质疑,确保知识的拓展和延伸。

二、基于小组合作学习的高三数学一轮

复习模式的解读

这个模式主要包括“知识梳理”与“方法

提炼”两个板块,既重视学生基础的夯实,也

重视学生能力的提高;每一个板块都体现了

“自主学习→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的循环,

使学生主动参与、充分参与,更好地体验学习

的过程,内化知识与方法,增强思考、操作、表

达、交流等各种学习能力。整个模式中,只有

“方法提炼”板块的“教师认定”环节需要教师

做比较多的讲解(总结);其他环节,教师的主

要任务只是观察、巡视、督促、调控、指导、点

拨,充分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进行针

对性的教学。具体板块与环节如下:

(一)板块一:前置练习与梳理

环节 1:自主练习、梳理。

课前让学生通过做四五道难度适中、针

对性强的题目(用规范的草稿纸打草稿),翻

阅教材,梳理相应章节的知识点。

《椭圆的复习(一)》一课,课前的练习题

目和梳理提示如下:

(1)已知椭圆x 2
25 +

y 2
9 =1

上一点 P 到左

焦点的距离为 3,则点 P 到右焦点的距离为

    ,点 P 到右准线的距离为    。

(2)已知椭圆x 2
2 5 +

y 2
9 =1

上一点 P 的横

坐标 为 x 0,则 点 P 到 左 焦 点 F 1 的 距 离 为

  ,点 P 到右焦点 F 2 的距离为  。若点

P 在椭圆上运动,则点 P 到左焦点 F 1 的距离

最大为   ,点 P 到左焦点 F 1 的距离最小

为   。延 长 PF 1 交 椭 圆 于 点 M,则

△PF 2M 的周长为   。

(3)若椭圆的两个焦点为 F 1(2,0)和 F 2

(-2,0),且椭圆过点 P 5
2
,- 32

æ

è

ö

ø
,则椭圆的

方程为      。

(4)如果方程 x 2+ky 2=2 表示椭圆,那

么实数 k 的取值范围是    。若该椭圆

的离心率为 1
2
,则实数 k=   。

(5)提示:从定义(两个定义的三种表达

形式)、标准方程、图像、几何性质(范围、对称

轴、对称中心、顶点、长轴长、短轴长、焦点坐

标、焦距、焦半径、通径、焦点三角形、离心率、

准线方程)等方面梳理知识点(最好列成表格

形式)。

[设计意图:课前的独立学习,让学生找

到自己的薄弱点与欠缺之处。]

环节 2:组内互查、交流。

课前让学生小组互查(可教师批阅后学

生互查,也可学生互查后教师批阅)、交流做

错的与不理解的题目和知识点,探讨错误的

原因,补充遗漏的知识点,并分析易错点、重

难点;然后,以一个学生(记录员)的讲义为基

础,整合出一份比较完善的知识点总结(用红

笔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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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课前的组内合作学习,旨在

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让会的学生清晰、简洁

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解题思路与方法,让不会

的学生能够感受到其他同学是怎么想的、为

什么可以这么想、为什么自己没有想到。在

交流中,学生还会触发还可以怎么想、哪种方

法更优、何 时 采 用 何 种 方 法 更 好 等 思 考;同

时,纠正错 误,了 解 欠 缺,相 互 补 充,取 长 补

短,共同提高。]

环节 3:小组展示。

课上通过抽签,让一个小组(派一个代

表)投影展示课前完成的题目与梳理的知识

点;对于做错的题目,投影草稿纸,讲解做错

的原因。同时让其他小组的学生边看边在自

己的讲义中(记录员在小组的讲义中),标注

更好的做法,添加没有写到的知识点(包括图

表形式、编号形式等,可使列举的知识点更简

洁明了、醒目清晰)。

[设计意图:一方面,督促前两个环节的

落实,为后一个环节做铺垫;另一方面,了解

学生做错的原因以及知识上的漏洞。]

环节 4:组间完善。

让其他小组的学生对展示小组的讲义

做修改、补充(抢答)。同时,也让其他小组

的学生边听边在自己的讲义中(记录员在小

组的讲义中)做修改、补充(可以简单明了地

记录)。

[设计意图:和前一个环节合成完整的课

堂组间合作学习,实现大范围的互动交流,让

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构建系统、完整的知识

网络。]

环节 5:再次梳理。

让学生再次梳理知识点,整理完善(最好

用框图等比较形象的形式,晚自习后交)。

[设计意图:回到独立学习,让学生内化、

整合之前的学习成果,同时为后面的二轮复

习提供可以借鉴、参考的宝贵材料。]

(二)板块二:课堂解题与提炼

环节 1:自主解答、提炼。

以题组形式出示一类问题,让学生写出

详细的解答过程(用规范草稿纸)。解题时,

让学生思考可以用什么方法求解出来,如何

用简洁、准确、流畅的语言表达出来;解完后,

让学生根据刚才的解题,提炼这一类问题的

求解方法(用文字简明、扼要地写下来,前面

写方法,后面写对应的题号)。

《椭圆的 复 习(一)》一 课,课 上 出 示 的

题组是四道求椭圆离 心 率 的 问 题[后 面 两

节同主题的复习课准备的题组分别是求椭

圆(轨迹)方程的问题和求相关最值(范围)

的问题]:

(1)设椭圆的两个焦点分别为 F 1、F 2,过
点 F 2 作椭圆长轴的垂线,交椭圆于点 P,若

△F 1 PF 2 为等腰直角三角形,则椭圆的离心

率为    。

(2)如图 1,正六边形 ABCDEF 的两个

顶点A、D 为椭圆的两个焦点,其余的四个顶

点在椭圆上,则该椭圆的离心率为    。

图 1

(3)已知椭圆x 2
a 2 +

y 2
b 2 =1

(a>b>0)的半

焦距为 c,直线 y= 3x 与椭圆的一个交点的

横坐标为 c
2
,则此椭圆的离心率为    。

(4)设 F 1、F 2 分别是椭圆x 2
a 2 +

y 2
b 2 =1

(a

>b>0)的左、右焦点,若其右准线上存在 P,

使线段 PF 1 的中垂线过点 F 2,则椭圆离心率

的取值范围是    。

[设计意图:课上的独立学习,让学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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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较难问题的求解过程,体验具体解题过程

中会遇到的困难,再进行解题方法的自我提

炼,提高归类和总结能力。]

环节 2:组内互查、交流。

让学生小组纠错、订正(先由组长报自己

的答案,其他同学核对、反馈;再根据错的题

数与题号,一对一或一对二小范围交流、讨

论),然后以一个学生(记录员)的讲义为基

础,整合出比较完善的解题方法。

[设计意图:课上的组内合作学习,用最

少的时间保证人人参与讨论、交流,及时得到

提炼方法的启发与克服障碍的帮助。同时通

过组内交流、讨论,让学生完善(优化)自己的

解题方 法,对 一 类 问 题 有 更 为 清 晰 的 解 题

思路。]

环节 3:小组展示。

通过抽签,让一个小组(派一个代表)详

细、规范地板书这几道题目的解答过程,然后

用简洁、准确、流畅的语言讲解这几道题目的

解题思路、对应的思想方法以及本组同学解

题时遇到的问题、是如何突破的。同时让其

他小组的学生边听边在自己的讲义中(记录

员在小组的讲义中)做修改、补充。

[设计意图:一方面,督促前两个环节的

落实,为后一个环节做铺垫;另一方面,了解

学生掌握的情况、遇到的问题、思考的过程。]

环节 4:组间完善。

让其他小组的学生对板书小组的讲解做

修改、补充(抢答),比如:第×题,我们组还有

××解法;我们组觉得××方法更好。同时,

也让其他小组的学生边听边在自己的讲义中

(记录员在小组的讲义中)做修改、补充。

[设计意图:和前一个环节合成又一次完

整的课堂组间合作学习,更一次实现大范围

的互动交流,让学生集思广益,对一类问题的

求解方法 不 断 完 善(优 化),使 之 便 于 储 存、

提取。]

环节 5:教师认定。

挑选一组学生的解题方法进行投影展

示,对这组学生没有想到的解题方法进行补

充(若学生想到几种解法,则进行比较),最后

以框图的形式板书提炼的方法。

《椭圆的复习(一)》一课,学生提炼出的

求椭圆离心率的方法如下:

关键是从题目条件和椭圆的两个定义、

基本性质出发,通过代数方法(代数表示)或

几何方法(几何特征),建立基本量 a、b、c 的相

等或不等关系;特别注意焦半径和焦点三角

形的有关性质,同时注意方法的比较和优化。

[设计意图:教师的介入,引导学生概括

出一类问题的求解方法和要点,让学生更加

清晰、灵 活 地 认 识、掌 握 这 类 问 题 的 求 解 方

法,学会选择与优化解题方法,起到画龙点睛

的作用。]

环节 6:学生再次提炼。

让学生再次提炼这一类问题的求解方

法,整理完善(晚自习后交)。

[设计意图:回到独立学习,让学生内化、

整合之前学习的方法,同时为后面的二轮复

习提供题型与方法的固着点。]

(三)板块三:课后追踪与反馈

课后针对课堂解决的一类问题,布置七

八道不同背景的有关题目作为作业,追踪、反

馈学生对这类问题的掌握情况。

[设计意图:突出现学现用,巩固拓展,深

化创新。教师可以根据反馈情况及时调整、

优化教法。]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模式是死的,而教学是

活的,内容是活的,学生是活的,因此,板块和环

节的选择、设置和操作、顺序可以因情而变,因

时而动;模式提供了学生学习的基本框架,能保

证学习过程的完整性,但模式最大的价值是经

历模式,从而超越模式,所以,真正的功夫体现

在各板块和环节中内容和过程的细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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