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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数学教学的核心任务.在高考数学三个常规轮次的复习中，一
线教师较难把握的是二轮复习，因为它是学生突破能力瓶颈，从而实现“思维进阶”的关键时期.基
于此，本文结合高考二轮复习中的一些教学案例，从增进发散和聚合思维融合、增强逆向思维训练、
跳出思维定式和培养创新思维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二轮复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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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考改革的深入，高考试题已由“解答试

题”转向“解决问题” .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思维.
在高中数学一轮复习中，大多数教师都是根据知识

体系进行教学，以知识框架掩盖学生思维发展框架

的现象较为普遍，以思维为主线的教学往往处于低

水平状态.大部分学生虽然初步建立了知识体系，但
不能完全建立知识间的纵横联系. 二轮复习则起着

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学生形成系统化、条理化知识的

重要时期，也是促进他们内化知识、并不断提升知识

迁移能力、阅读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关

键期.因此，在二轮复习中，促进学生的思维方式、思维

结构、思维品质向高层次发展，实现思维能力的进阶，
是提高数学学习力、理解力和应用力的可行路径.

１ 体系重建，方法重构，增进聚合与发散思维

融合

　 　 聚合性的思维是从已有的知识储备和经验之中

找到能够解决问题的有一定方向性、条理性的一种

思维方式，它可以让我们对所掌握的知识、方法得以

巩固.而发散性的思维则是针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

的途径和角度来进行假设、探究和分析.

在二轮复习中，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对一轮复习中的核心概念、思想方法再次

进行提炼，“聚合”成完备的知识、方法体系，再对问

题的解法、结果进行发散思考，增进聚合与发散思维

融合.笔者在二轮复习中，以下题为例对学生进行知

识、方法和思维的聚合与发散.
例 １　 ①ｔａｎＢ ＝ ２ｔａｎＣ，②３ｂ２ － ａ２ ＝ １２，③ｂｃｏｓＣ

＝ ２ｃｃｏｓＢ三个条件中任选一个，补充在下面问题中

的横线上，并解决该问题.
问题:已知△ＡＢＣ的内角 Ａ，Ｂ，Ｃ及其对边 ａ，ｂ，

ｃ，若 ｃ ＝ ２，且满足 .求△ＡＢＣ的面积的最大值.
解析　 将①或③转化为 ｓｉｎＢｃｏｓＣ ＝ ２ｓｉｎＣｃｏｓＢ，

再转化到②.再结合 ｃ ＝ ２，得到 ｃｏｓＡ ＝ ｂ
２ ＋ ｃ２ － ａ２
２ｂｃ ＝

８ － ｂ２
２ｂ ， 进 而 得 到: ｓｉｎＡ ＝ １ － ｃｏｓ２Ａ ＝

１ － (８ － ｂ
２) ２

４ｂ２
＝ ２０ｂ２ － ｂ４ － ６４

２ｂ ，因 此， Ｓ△ＡＢＣ ＝

１
２ ｂｃｓｉｎＡ ＝ ｂ ×

２０ｂ２ － ｂ４ －６４
２ｂ ＝ － ｂ２ －１０( )２ ＋３６

２ ，

所以，当且仅当 ｂ２ ＝１０时，△ＡＢＣ面积取得最大值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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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请学生继续思考:①或③转化为 ｓｉｎＢｃｏｓＣ
＝ ２ｓｉｎＣｃｏｓＢ后一定要转化到②吗? 是不是我们对

这个等式的结构分析不到位? 学生马上发现这个等

式的结构与 ｓｉｎ (Ｂ ± Ｃ)的展开式有关，再考虑到三

角形中 ｓｉｎＡ ＝ ｓｉｎ Ｂ ＋ Ｃ( ) ＝ ｓｉｎＢｃｏｓＣ ＋ ｃｏｓＢｓｉｎＣ，就
会将此等式等价变形为: ｓｉｎＢｃｏｓＣ ＋ ｃｏｓＢｓｉｎＣ ＝
３ｓｉｎＣｃｏｓＢ，即: ｓｉｎＡ ＝ ３ｓｉｎＣｃｏｓＢ，从 而 得 到: ａ ＝

３ｃｃｏｓＢ ＝ ６ｃｏｓＢ. 因此， Ｓ△ＡＢＣ ＝
１
２ ａｃｓｉｎＢ ＝ ａｓｉｎＢ ＝

６ｓｉｎＢｃｏｓＢ ＝ ３ｓｉｎ２Ｂ. 易知，当 Ｂ ＝ π４ 时△ＡＢＣ 面积

取得最大值 ３.
随后，笔者引导学生跳出三角恒等变换与解三

角形这一知识模块，向其它模块迁移.先请学生继续

思考:本题的所有已知条件其实就是“ ｃ ＝ ２，且 ３ｂ２

－ ａ２ ＝ １２” .这两个条件是不是说明此三角形隐藏了

某种几何特征?
为此，笔者先引例铺垫:△ＡＢＣ 中，ｃ ＝ ２，且①ｂ

＝ ２ａ (或者②ｂ ＋ ａ ＝ ２ｃ)，求△ＡＢＣ 的面积的最大

值.学生简单作图后发现，△ＡＢＣ 的几何特征是“顶
点 Ａ、Ｂ固定，顶点 Ｃ 是动点，它与定点 Ａ、Ｂ 的距离

之比(和)为定值”，于是很快得出“三角形的顶点 Ｃ
在圆(椭圆)上” . 此时，他们的思维也逐渐发散开

来，开始猜想———这“隐藏的几何特征”虽然不能直

接看出，但可以通过“坐标法”求出. 于是，以 ＡＢ 所

在直线为 ｘ轴、ＡＢ的中垂线为 ｙ 轴建立平面直角坐

标系，易知顶点 Ｃ ( ｘ， ｙ)满足:３ ｘ ＋ １( )２ ＋ ｙ２[ ] －
ｘ － １( )２ ＋ ｙ２[ ] ＝ １２，化简得: ｘ ＋ ２( )２ ＋ ｙ２ ＝ ９. 显

然，当顶点 Ｃ 运动至点( － ２，，３)处时，△ＡＢＣ 面积

取得最大值 ３.
笔者趁热打铁，继续追问:可否尝试直接用①中

的两角的正切之间的关系解决问题? 此时，学生心

中的疑惑集中在:如何作图体现此三角形的几何特

征———“一个角的正切是另一个角的正切的 ２ 倍”?
笔者引导学生发现这两角有公共边 ＢＣ 后，学生想

到———将他们都放入直角三角形中，那么正切之比

可能是直角边之比. 于是，过 Ａ 作边 ＢＣ 的高 ＡＤ 来

构造直角三角形，就会发现 ＤＣ ＝ ２ＢＤ. 设 ＢＤ ＝ ｘ，

则:Ｓ△ＡＢＣ ＝
１
２ × ３ｘ × ４ － ｘ２ ＝ ３２ － ｘ２ － ２( )２ ＋ ４ ，

所以，当且仅当ｘ２ ＝ ２ 时，△ＡＢＣ面积取得最大值 ３.
这样，学生在探寻不同的解决方案的过程中，知

识体系、思想方法得以完善，更重要的是，思维在聚

合———发散———聚合中得以锻炼.

２ 执果索因，反向思考，增强逆向思维训练

逆向思维是在研究问题时从反面观察事物，做
与习惯性的思维方向完全相反的探索. 在中学数学

教学中，无论是逆运算和逆定理，还是反例法、反证

法、分析法等，逆向思维的思想无处不在，可以说逆

向思维是贯穿整个中学阶段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
下面笔者例举一个数列放缩与函数相结合问题来说

明逆向思维的运用.

例 ２　 已知函数 ｆ ｘ( ) ＝ １３ ｘｌｎｘ ＋
２
３ ｘ －

３
２ ｘ

２，

(１)判断 ｆ(ｘ)的单调性；

(２ ) 证明: ３ １
２ ＋

２
３ ＋

３
４ ＋… ＋

ｎ
ｎ ＋ １

æ

è
ç

ö

ø
÷ > ｎ －

ｌｎ ３ ｎ ＋ １ . 　
解析　 对于第(１)问，学生能快速解决问题.但

对于第二问，大部分同学想到的是先解决不等式的

左边———对数列
３ｎ
ｎ ＋ １{ }进行求和，得到较简洁的表

达式，再与右边比较大小.显然这种正向求解的方法

行不通———因为他们无法对数列
３ｎ
ｎ ＋ １{ }进行求和，

于是开始尝试从不等式的右边入手. 笔者适时引导

学生考虑左右两边结构的对称性，大胆猜想:右边可

能是某个数列 ｂｎ{ }的前 ｎ 项和? 此时学生终于想

到:此不等式可能是同向不等式 ３ｎ
ｎ ＋ １ < ｂｎ累加而成.

再由右边的Ｓｎ ＝ ｎ － ｌｎ
３ ｎ ＋ １求得 ｂｎ ＝

１
３ ｌｎ

ｎ
ｎ ＋ １

＋ １，进而将原不等式化归为:３ × ｎ
ｎ ＋ １ >

１
３ ｌｎ

ｎ
ｎ ＋ １ ＋ １ . 这样学生就发现它的本质问题是证明:

３ｘ > １３ ｌｎｘ ＋ １ . 正当大家忙于构造函数来证明此

不等式时，又有部分同学发现这其实源于第一问

—９３—



已经证明了的结论———ｆ ′ ｘ( ) ＝ １３ ｌｎｘ － ３ｘ ＋ １ < ０

恒成立 .

３ 跳出常规，消除“思维定式”，升华“微专题”
的应用，培养创新思维

　 　 “微专题”是从具体考点开始研究，将其所涉及

的基本概念、原理、解题方法通过题组形式呈现，它
能帮助学生内化知识，掌握解决此类问题的 “通
法” . 但是，它的双重性在于:它既可能启发学生总

结规律，也可能导致僵化的思维:因为学生仅仅获得

熟悉情景下的数学问题的解决能力，却无法自主分

析和解决新情景下的数学问题.
例 ３　 已知函数 ｆ ｘ( ) ＝ ａｌｎｘ － ｘ，ａ > ０，若关于 ｘ

的不等式 ｆ ｘ( )≤ １ｘ －
２
ｅ 在 ｘ∈(０， ＋ ●)上恒成立，

求 ａ的取值范围.
解析　 学生在尝试参变分离无法解决问题后，

构造函数 ｇ ｘ( ) ＝ ａｌｎｘ － ｘ － １ｘ ＋
２
ｅ ，将原不等式转

化为 ｇｍａｘ(ｘ)≤０. 对 ｇ′ ｘ( ) ＝ － ｘ
２ ＋ ａｘ ＋ １
ｘ２

分析后得

出:ｇ( ｘ)在 ｘ０ ＝
ａ ＋ ａ２ ＋ ４

２ 处取最大值. 但是， ｇ

ａ ＋ ａ２ ＋ ４
２

æ

è
ç

ö

ø
÷ ＝ ａｌｎ ａ ＋ ａ２ ＋ ４

２ － ａ ＋ ａ２ ＋ ４
２ －

１
ａ ＋ ａ２ ＋ ４

２

＋ ２ｅ ≤０ 难以求解. 此时，学生再无思

路.笔者引导学生思考: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是

ｇ ｘ( )的最大值! 一定要通过 ｘ０ 与 ａ 的关系式“ －
ｘ０ ２ ＋ ａｘ０ ＋ １ ＝ ０”将 ｘ０ 消去、从而将 ｇｍａｘ(ｘ)表示成

关于 ａ的函数吗? 学生开始尝试先消去 ａ，由 ａ ＝ ｘ０

－ １ｘ０
将 ｇｍａｘ(ｘ)●０ 表示成( ｘ０ －

１
ｘ０
) ｌｎｘ０ － ｘ０ －

１
ｘ０
＋

２
ｅ ≤０.笔者再引导学生思考:用此不等式求的是 ｘ０

的取值范围，这与我们的目标———求 ａ 的取值范围

是否矛盾? 学生已能自信回答:可先求出 ｘ０ 的取值

范围，再由 ａ ＝ ｘ０ －
１
ｘ０

求出 ａ的取值范围! 接下来，

学生构造函数 ｈ ｘ( ) ＝ ｘ － １ｘ
æ

è
ç

ö

ø
÷ｌｎｘ － ｘ － １ｘ ＋

２
ｅ ，顺

利解出 ｘ０∈[
１
ｅ ， ｅ]，从而得到 ａ 的取值范围为

[ １ｅ － ｅ，ｅ －
１
ｅ ] .至此，学生开始反思———求解不顺

的原因是定式思维:一定要将 ｇｍａｘ(ｘ)≤０ 表示成关

于 ａ的不等式.当然，被它束缚的也许还有老师们.
我们更应该反思我们的教学———学生不能只会机械

套用公式、解法而不懂它的来龙去脉.我们为学生设

计的各种专题和题组训练，要尽量一题多变，在实现

知识、方法迁移的同时，帮助学生完善思维能力、从
而提高学科素养.

总之，“数学是思维的体操” . 虽然高考改革、
生情的变化、教学资源的差异，都会使二轮复习

的策略随之改变 . 促进学生思维良性发展，既是

我们数学课堂教学的灵魂，也是保证复习效率的

关键 . 坚持以思维进阶为导向来实施教学，不仅

仅是培养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更是通过数

学思维训练，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思考习惯和多

元思维能力，从而提升创新思维能力，使其成为

具有终身学习能力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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