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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问题导学提高复习的实效性

广西南宁市第三中学（530021） 陈 茵 陈 康

［摘 要］高中数学二轮复习以专题复习为主 .在有限的时间内，既要夯实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又要发展学生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二轮复习教学高效 .“问题导学”教学法复习课教学模式能提高高中数学复习教学的

实效性 .
［关键词］问题导学；复习；实效性；构造函数

［中图分类号］ G63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9）20-0003-02

第二轮复习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并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常用的数学思想方法 .二轮复

习在高考复习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由于时间限制，

它不可能如第一轮复习那样面面俱到 .因此，提高二轮

复习的效率尤为重要 .本文以《构造函数证明不等式》一

课为例，谈谈“问题导学”教学法复习课教学模式在高中

数学二轮复习数学中的应用 .
“黄河清问题导学”教学法，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以问题为载体，通过启发、引导学生解决问题，从而达到

以学生“学习”为根本目的的教学方法和策略 .其复习课

教学模式主要分四个环节：知识回顾—自主建构—应用

探索—总结归纳 .
一、知识回顾——温故知新、答疑解惑

问题1：构造函数证明不等式的基本步骤是什么？

第一步，作差构造函数，转化为与原不等式等价的

函数最值问题 .
第二步，利用导数，讨论函数的单调性，求函数的最值 .
【说明】知识回顾明确了这节课的知识目标：构造函

数证明不等式；提供解题步骤，降低操作难点 .
二、自主建构——建构知识网络和方法网络

首先研究基本问题 .
［例1］（人教A版选修 2-2 P32片段）利用函数的单

调性，证明不等式：ex > x + 1( x ≠ 0 ) .
问题 2：根据不等式 ex > x + 1( x ≠ 0 )，你还能推

导出哪些变式吗？

( 1 ) x > ln ( x + 1 )( x ≠ 0 ); ( 2 ) x - 1 > lnx ( x ≠ 1 )；
( 3 ) ex > x > lnx.

【说明】问题设置要有“台阶”.课本练习题既可以激

发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又能为后续的知识体系构建打

好基础 .让学生自行推导出变式，促进其思维的灵活性，

更能自主构建知识体系 .二轮复习不仅要构建知识体

系，还要构建方法体系 .
三、应用探索——灵活运用、积极探索

［例 2］（2017 年文科数学全国Ⅲ卷）已知函数
f ( x ) = lnx + ax2 + ( 2a + 1 ) x.

（1）略；（2）当a ≤ 0时，证明：f ( x ) ≤ - 34a - 2.
解析：原不等式等价转化为 ln ( )- 12a - 1

4a - 1 ≤

- 34a - 2，即证明 ln ( )- 12a + 1
2a + 1 ≤ 0.

令 x = - 12a，构造函数 f ( x ) = lnx - x + 1，求导得

f ′( x ) = 1
x
- 1 = 1 - x

x
.

f ′( x )
f ( x )

( 0, 1 )
+
增

1
0

极大值0

( 1, +∞ )
-
减

于是 f ( x ) ≤ f ( 1 ) = 0，原不等式成立 .
【说明】观察可知，不等式 lnx - x + 1 ≤ 0实际上是

例 1变式（2）的作差变形 .高考题既源于教材又高于教

材，而且又不拘泥于教材 .因此，二轮复习要回归教材，

更要提炼出教材里的例题、练习题的解题技巧 .
［例 3］（2017 年理科数学全国Ⅲ卷）已知函数

f ( x ) = x - 1 - alnx.
（1）略；（2）设 m 为整数，且对于任意正整数 n，

( )1 + 12 ( )1 + 122 ⋯( )1 + 12n < m.求m的最小值 .
解析：可将不等式 ( )1 + 12 ( )1 + 122 ⋯( )1 + 12n < m.

等价变形为 ln ( )1 + 12 + ln ( )1 + 122 + ⋯ + ln ( )1 + 12n <
lnm.

由（1）可知 lnx ≤ x - 1，于是 ln ( )1 + 12 + ln ( )1 + 122 +

⋯+ ln ( )1 + 12n <
1
2 +

1
22 +⋯ + 12n =

1
2 ( )1
2 -

1
2n

1 - 12
= 1 - 12n <1.

故 ( )1 + 12 ( )1 + 122 ⋯( )1 + 12n < e,又 ( )1 + 12 ( )1 + 122
( )1 + 123 =

135
64 > 2,求得整数m的最小值为3.

【说明】本题采用的技巧是构造对数函数，将连乘结

构的式子转化为求和，简化了计算 .
问题 3：例 2和例 3的解题过程有何联系？你有什么

收获？

首先，这两个例题都利用了切线不等式 lnx ≤ x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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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重视教材习题的再挖掘 .其次，题目中都需要变

形才能使用切线不等式 .学生解题时要有整体意识，要

目标明确，学会对比已知条件与待解决问题间的差距，

做到灵活运用 .
［例 4］（2016 年理科数学全国Ⅰ卷）已知函数

f ( x ) = ( x - 2 ) ex + a ( x - 1 )2有两个零点 .
（1）略；（2）设 x1, x2是 f ( x )的两个零点，证明：x1 +

x2 < 2.
解析：由（1）不妨设 x1 < 1 < x2，原不等式等价于

x1 < 2 - x2 < 1.
由题意，f ( x )在 ( -∞, 1 )上单调递减，所以 x1 < 2 -

x2 < 1等价于 f ( x1 ) > f ( 2 - x2 )，即 f ( 2 - x2 ) < 0.
由 于 f ( 2 - x2 ) = -x2e2 - x2 + a ( x2 - 1 )2, 而 f ( x2 ) =

( x2 - 2 ) ex2 + a ( x2 - 1 )2 = 0，
所以 f ( 2 - x2 ) = -x2e2 - x2 - ( x2 - 2 ) ex2.
构造g ( x ) = -xe2 - x - ( x - 2 ) ex，则
g′( x ) = ( x - 1 )( e2 - x - ex )

= ( x - 1 )( e - ex )( e + ex ) e-x ，
所以当 x > 1时，g′( x ) < 0,g ( x )在 ( 1, +∞ )上单调递

减，从而当 x > 1时，g ( x ) < g ( 1 ) = 0.
从而g ( x2 ) = f ( 2 - x2 ) < 0,故原不等式成立 .
【说明】本题的精彩之处在于，将自变量的大小比较

等价转化为一个函数在某个单调区间上的函数值大小

比较，从而利用函数的单调性来证明不等式 .其中还体

现了设而不求、整体代换的思想 .
［例 5］（2018 年理科数学全国Ⅰ卷）已知函数

f ( x ) = 1
x
- x + alnx.

（1）略；（2）若 f ( x )存在两个极值点 x1, x2，证明：
f ( x1 ) - f ( x2 )
x1 - x2 < a - 2.
解析：由（1）可知，f ( x )存在两个极值点当且仅当

a > 2,且 f ( x )存在两个极值点 x1, x2满足 x2 - ax + 1 = 0,
所以 x1x2 = 1.

不妨设 x1 < 1 < x2，
f ( x1 ) - f ( x2 )
x1 - x2 = - 1

x1x2
- 1 + a lnx1 - lnx2

x1 - x2
= a lnx1 - lnx2

x1 - x2 - 2，

所以原不等式等价于
lnx1 - lnx2
x1 - x2 < 1，将 x1 = 1x2 代

入，等价于
1
x2
- x2 + 2lnx2 < 0.

由（1）知，当 a = 2时，f ( x ) = 1
x
- x + 2lnx在 ( 0, +∞ )

上单调递减，从而当 x ∈ (1, +∞ )时，g ( x ) < g ( 1 ) = 0.
故g ( x2 ) < 0,原不等式得证 .
【说明】本题涉及函数双零点的不等式问题 .“双零

点”是近年来的高考热点问题，常采用减元法，将多元问

题转化为单元问题，构造函数，从而转化为函数单调性

及最值等问题求解 .
问题 4：构造函数，利用函数性质是解决函数双零点

不等式问题的突破口 .请问例 4和例 5是如何找到这个

函数的？

例 4是将数值比较转化为函数值比较，将双变量转

化为单变量，从而直接构造含单变量的函数；例5是利用

双变量之间的约束条件达到降元的目的，将原不等式转

化为函数最值问题 .不仅如此，第一问的结论对第二问

的证明至关重要，学生要学会充分挖掘第一问得到的隐

藏条件，为第二问服务 .
【说明】“应用探索”环节选取 4道高考题，主要是为

了达到以下目的 .一是加深学生对知识和方法的理解和

认识；二是培养学生总结归纳的能力，让学生学会自主

构建知识体系；三是调动学生的探索积极性，让学生思

维活跃起来 .
四、总结归纳——强化概括的过程

问题5：从本节课中，你复习到了哪些知识和方法？

学生表示复习到了以下三方面的知识和方法 .
知识方面，复习了构造函数证明不等式的基本步

骤、一些重要的切线不等式 .
方法方面，复习了构造函数的常见方法，如直接作

差构造、构造对数函数的妙用 .
思想方面，主要复习了化归思想 .常常需要将复杂

的问题转化为简单问题求解，将不等式证明转化为函数

最值问题，充分体现了化归思想 .
【说明】总结归纳不能流于形式，学生要自主完成，

教师引导、补充 .学生梳理这节课的知识脉络，全面地、

完整地丰富自己的认知图式 .这很好地锻炼了学生的抽

象概括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
用构造函数证明不等式的方法较多，灵活性强 .二

轮复习时，学生要学会自主归纳题型，学会联系和延伸 .
二轮复习的目标是使学生能对基础知识进行再加工，能

将基础题型建立联系，能掌握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 .采
用“问题导学”教学法复习课教学模式进行二轮复习，能

够有条理地、高效地达到复习教学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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