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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三数学二轮复习设计目的

1. 加强集体备课， 发挥集体优势

高三老师面临着巨大的升学压力， 为了提升教学质量，
使学生在高考时能够获得理想的分数， 他们需要付出较大

的精力研究考题、 出题范围， 还要了解高考的相关动态信

息。 强化高三老师集体备课意识， 可以就现阶段存在的教

学问题进行探讨， 以寻求更为有效的教学方法， 同时， 在

讨论中还能强化教学目标， 掌握多种解题方法， 以便为学

生提供更多的解题思路， 寻求最优解。
2. 分析高考命题规律， 摸索高考动态

对以往的高考题目加以研究， 分析历年考生常出现的

问题， 并对出题规律加以分析， 提出有针对性的复习策略。
同时， 对以往高考试题进行整体研究， 从而摸索新的高考

动态， 为制定和开展高考复习创造有利条件。
二、 “微专题” 在高三数学复习中所起到的作用

“微专题” 是教师立足于教学的根本任务， 选择一些有

针对性的 “微型” 复习专题， 让学生通过做题掌握解题思

路和技巧， 以实现提升考试成绩的目的。 “微专题” 的选

择要以教学实际需要为主， 以能让学生巩固教学成果为目

的。 因此， 在确定 “微专题” 之前， 教师要慎重思考， 以

便专题复习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1. 梳理常见考点， 归纳解题思路

高三是学生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为了提高升学率，
学校会在考试之前对学生进行 3轮复习教学， 以巩固学生

的基础知识， 并帮助他们提高解题技巧。 因此， 为了提升

学生的学习效率， 让复习课变得与众不同， 减轻学生的学

习压力， 可以采用 “微专题” 的复习方式。 “微专题” 可

以帮助学生梳理数学常见考点， 通过比较和归纳以避免学

生解题思路出现偏差， 如此， 学生对做题也就不会有太大

的心理负担， 同时因为掌握了正确的解题思路， 还可以激

发学生的学习乐趣， 进而主动做题。

2. 瞄准复习弊病， 深入理解数学概念

“微专题” 可以帮助学生对某一知识点相关的问题有更

为具体的了解， 以防止学生出现概念性混淆问题。 为了更

好地让学生理解和记住数学概念， “微专题” 就可以将高

中数学中易混淆的概念单独提出来， 让学生通过做专项题

加深印象。 如数学中 “数列与等比数列” “勾股定理和三

角函数” 等， 这些都是易混淆的概念。 使用 “微专题” 时，
老师要就问题强调知识点， 就解题中常出现的问题加以指

导， 让学生做此类题型时不要因犯概念错误而失掉分数。
3. 强化知识点， 加深解题印象

“微专题” 在高中二轮复习中能够取得良好的教学效

果， 是因为其能够提升学生的解题能力。 在 “微专题” 的

设定上， 要根据学生出现的普遍问题选择专题训练材料，
可以是知识点专题， 也可以是辩证专题等。 总之， 要强化

学生的某一知识点， 并通过解题加深印象。 针对学生常犯

错误， “微专题” 的设置可以是文字说明材料， 也可以是

实际操作材料， 从多角度让学生加深印象。
课堂教学中， 老师以 “微专题” 为基础， 帮助学生捕

获有用信息， 以寻求到破题的思路， 这需要学生具备较强

的洞察力及挖掘隐含信息的能力， 为此， 老师可设置与此

相关的 “微专题” 锻炼学生以上两方面的能力。
三、 “微专题” 的运用策略

1. 函数的单调性与其他知识的联系， 举一反三

一般情况下， 对于函数 f （x） 定义域 I 内某个区间 D
上的任意两个自动变量 x1 和 x2， 若当 x1＜x2 时， 就得出

f （x1） ＜f （x2）， 则函数 f （x） 在此区间上为增函数； 若当

x1＜x2， 而 f （x1） ＞f （x2）， 则 f （x） 在该区间为减函数。 为

了让学生掌握函数单调性的求解， 遂在二轮专题复习中设

置了 “函数单调性” 这一专题， 以建立起函数、 三角等知

识的联系。
例如， 证明函数 f （x） ＝x+ 2x 在 （ 2√ ， +8） 上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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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证明： 在 （ 2√ ， +8） 上任取 x1和 x2， 且 x1＜x2，
得出 f （x1） -f （x2） ＝ （x1+ 2x1 ） - （x2+

2x2 ） ＝ （x1-x2）
x1x2-2x1x2

因为 2√ ＜x1＜x2， 所以， x1-x2＜0， x1x2＞2
f （x1） -f （x2） ＜0， 即 f （x1） ＜f （x2）， 遂 f （x） 在该区

间为增函数。
这是一道求解函数单调性的常见题型， 变形之后会产

生多种函数单调性求解问题。 因此， 将此题引入到 “函数

单调性” 这一专题里具有代表性， 意在让学生掌握一题多

变的解法， 从而提升解题效果。
已知： 函数 y＝f （x） 对任意实数 x都有 f （-x） ＝f （x），

f （x） ＝-f （x+1）， 且在 ［0， 1］ 上单调递减， 则 f （7 ／ 2）， f
（7 ／ 3）， f （7 ／ 5） 的大小关系？

解： ∵函数 y＝f （x） 对任意实数 x都有 f （-x） ＝f （x）
∴根据偶函数定义得 f （x） 为 R上的偶函数

∵ f （x） ＝-f （x+1） 即 f （x+1） ＝-f （x）
∴ f （x+1） ＝-f （x+2） ＝-f （x）
∴ f （x） ＝f （x+2） 即 f （x） 周期为 2
∵ f （x） 在 ［0， 1］ 上单调递减 7 ／ 2， 7 ／ 3， 7 ／ 5都不在

这个范围内， 所以我们要用单调性将其等价转换入 ［0， 1］
这个范围内

∵ f （x） 周期为 2且 f （x） 为偶函数

∴ f （7 ／ 2） ＝f （7 ／ 2-2×2） ＝f （-1 ／ 2） ＝f （1 ／ 2）
f （7 ／ 3） ＝f （7 ／ 3-2） ＝f （1 ／ 3）
f （7 ／ 5） ＝f （7 ／ 5-2） ＝f （-3 ／ 5） ＝f （3 ／ 5）
∵ 1 ／ 3＜1 ／ 2＜3 ／ 5
f （x） 在 [0， 1」 上为单调减函数

∴综上： f （7 ／ 3） ＞f （7 ／ 2） ＞f （7 ／ 5）
以上问题是高考复习题中的常见类型， 这类问题使用

“微专题”， 可以让学生掌握不同类型的解题手法， 以求在

遇到相关问题时学会变通， 提升学习效率， 只有掌握了问

题的本质， 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教学实践中， 老

师要就问题做好引导、 铺垫， 让学生对主要的数学题型有

清楚的认知， 以便掌握解题思路及基本概念。 从 “微专题”
反馈的效果上看， 大多数学生基本掌握了函数增减性解题

思路， 同时学生的解题信心也得到了提升。
2. 整合知识点， 构建知识链接网

在高三二轮复习过程中， 老师要注意延展主要知识点，
并对数学各分支内容进行整合， 以构建一个全面的知识链

接网， 以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 拓展解题思路。 在设置

“函数方程” 这一专题时， 为了让学生掌握函数方程的求解

方式， 笔者通过选择具有针对性的专题实例， 让学生在做

题过程中掌握解题方法。

例如， 高中函数的二次函数的性质

（1） 函数 y＝ax2+bx+c （a≠0） 的图象关于直线 x＝- b2a
对称。

（2） a＞0时， 在对称轴 （x＝- b2a ） 左侧， y值随 x值的

增大而减少； 在对称轴 （x＝- b2a ） 右侧， y值随 x 值的增

大而增大。 当 x＝- b2a 时， y取得最小值 4ac-b24a ；
（3） a＜0时， 在对称轴 （x＝- b2a ） 左侧， y值随 x值的

增大而增大； 在对称轴 （x＝- b2a ） 右侧， y值随 x 值的增

大而减少。 当 x＝- b2a 时， y取得最大值 4ac-b24a 。
选择此类函数， 意图将函数的图形演变及图形变化分

析函数的量变范围。
高中数学二轮复习使用 “微专题” 时， 教师除了借助

专题巩固相关知识外， 还要注意专题的使用规则。 在此过

程中， 教师只是起引导和示范作用， 学生才是主体， 因而

教师要明确责任， 不要将课堂视为自己的专属讲解场所，
要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 并通过实践拓宽学生的解题思维。
同时， “微专题” 知识要有一定的联系， 以形成系统的知

识体系， 有助于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点， 起到触类旁通的效

果。
“微专题” 针对性强， 且知识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可以

为学生构建一个系统的知识网络， 一改以往沉闷的教学模

式， 让教学课堂更为生动和有趣， 还能有效激发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 使其主动探索知识， 寻求更多的解题技巧。 在

“微专题” 的利用上， 教师要对专题的内容有计划地甄选，
同时及时检测教学效果， 使 “微专题” 在实际教学中发挥

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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