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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核心素养下的新课程的实施和新高考改革的推进，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成

为课程的核心目标．改革必然给高中师生的教与学带来了新的挑战，导致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学”出现了与课程目标不匹配甚至脱节现象．同时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

核心素养下，较少针对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策略的研究．

为确定核心素养下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策略的问题，笔者通过与教师访谈发

现现阶段高三复习中存在二轮复习时间安排不合理、二轮的教学内容选择不聚焦、

课堂变成了习题讲解课、二轮变成一轮的精简版、学生的学习不够深入等问题，通

过学生调查问卷反映出二轮课堂教学方法单一、课堂以教师为中心、面对问题时想

不到解法、自主钻研能力不强、习题讲评课效率不高等问题，

因此，结合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目标，笔者开始探究在核心素养下高三数学二

轮复习的教学策略经过反复研究，对于二轮复习内容选择困难、不聚焦的问题，采

用题型微专题教学策略，专攻某一些难点问题；对于想不到题目解法，采用思想微

专题教学策略，专门凝练思想，抓住问题的根本对学生学习不够深入、不会自主钻

研等问题，采用一题多变的思维发散教学策略，引导学生探讨研究；对于学生思维

不够灵活，采用一题多解的思维拓展的教学策略，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培养

思维的灵活性；对于二轮课堂习题讲评课中效率不高的情况开展学生自主展示的互

学互助策略等．同时在每一种教学策略下都给出了教学案例或教学实录．

为检验教学策略的有效性，笔者在所任教学校选取了实验班和对照班展开教学

实践，在尽量保证外部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对实验前后两次高三市统考测试的成绩

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发现实验班学生的成绩有显著性提高；同时通过问卷调查

得到实验前后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得分和课堂满意度得分，同样发现实验班的数学

学习兴趣和课堂满意度有显著性提升．通过上述三类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核心

素养下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对数学课堂的满意度，

增强了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数学素养．

关键词：核心素养；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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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new curriculum and the new Gaokao reform under the backdrop of core

competency is being implemented，enhancing the math competency of students becomes

the core objective of the curriculum．Reform undoubtedly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the

teaching and studying for high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which triggers mismatch and

even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teaching’’of teachers and the“studying”of students．

Meanwhile，based on various literature，the author has found that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researches on the second-round teaching and studying strategy for Grade 1 2 math review

within the context of core competency．

To ensure the problems which exist in the second-round teaching and studying

strategy for Grade 12 math review within the context of core competency,the author

conducted interviews with some teachers．Problems are varied．such aS inappropriate time

schedule ofthe second-round review for Grade 1 2 math，lack of focus in the corresponding

content，the dominance of exercise explanation in the classroom，turning the second．round

review into the simplification ofthe first round，lack ofdepth ofstudents’study,etc．Based

on the conducted questionnaire，problems cover simplified teaching method in the second

round，teacher-centered classroom teaching，failure to t11i11k of solutions when faced with

problems，lack of strong ability to dig deeper independently and inefficient claSsroom

exercise explanation．

Therefore，in accordalice with the second-round math review goals of Grade 1 2，the

author explored the teaching and studying strategies of Grade 1 2 math review within the

contextofcore competency．After a series ofresearch，tailored approaches have been found．

Micro topic teaching and studying approach which centers Oll addressing some tricky

questions Can resolve the difficulty of finding second-round math review content and

having unfocused teaching content．In response to questions which students fail to think of

the solutions to，teachers call adopt micro topic teaching approach featuring mathematical

thoughts to classify varied mathematical thoughts and mastering the fundamental of the

questions．For questions which students lack in-depth study and ale not able to dig deeper

independently,teachers are advised to adopt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divergent thinking in

which one question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several to guide students for exploration．As

to the question of lack ofthinking flexibility,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solving on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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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different solutions can be employed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think of a problem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cultivate their thinking flexibility．With regard to ineffective classroom

exercise explanation in the second-round math review,the strategy of mutual study and

group presentation call be used．Corresponding teaching examples are rendered to each

teaching strategy．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the teaching strategies，the author conducted 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experiment class and the control group class．When other external factors

are identical，the author examined t of independent samples of the test scores of two city-

wide examinations for grade 1 2 students and found that the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 class

have been notably improved．Meanwhile，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which compares

students’learning interest in math and classroom satisfa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students’learning interest in math and classroom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 class has been markedly enhanced．Based on the three types of data，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can be drawn：the second-round teaching and studying practice for

Grade 1 2 math review within the context of core competency improves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math class，strengthens students’interest in learning math and enhances

their math competency．

Key Words：Core competency；Math of grade 1 2；Second round review；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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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研究背景

1．1．1课程改革的要求

21世纪以来，面对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进入了更加智能化的时代，社

会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的也要转变人才培养机制．同时为落实“十八大”

提出的“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教育的改革也迫在眉睫．《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

版)》系列书籍的出版，标志着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课程改革轰轰烈烈的展开，新课

程标准明确提出了数学学科六大核心素养：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

想象、数学运算、数据分析；将之前的三维教学目标发展为“四基”，即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同时改变了课程的结构与内容，将之前“以螺

旋式上升”的模块结构改为“按专题”的内容主线结构，即函数、代数与几何、概率与

统计、数学建模；明确提出要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重视情景的创设与问题的提出

[1】．

新课改的变化，必然给高三复习的教与学带来强大的冲击．一线教师不仅自己

要去研究课程标准，研究新课程标准数学培养目标，研究核心素养的具体内涵，关

注新的改革动向，学习教育的前沿动态，更要研究如何将培养数学核心素养落实到

我们的教学中，落实到我们的课堂上，从而真正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真正贯彻落

实新课改的要求，提高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进而为学生的未来学习之路做好铺垫．

1．1．2核心素养下新高考复习备考的要求

课程改革的变化，也必然带来高中考试评价的变化．教育部考试中心制定的《中

国高考评价体系》，提出“一核四层四翼”，其中“一核”为“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

导教学”的高考核心功能，“四层”为考查“核心价值、学科素养、关键能力、必备知

识”的学科内容，“四翼”为考查内容的“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2】．以前

多省份自主命题，现在慢慢过渡为国家考试中心统一命题；以前文理分开命题，现

在所有考生共用同一份数学试题．新高考不仅考查学生学科素养的达成，也要考查

学生的思维能力，反刷题，反套路．从考核要求上引导学生增强自身的综合素养．

但由于高中任务紧、学业重，学生在高一高二更多的学习是基础知识、基本方

法．没有大量的时间深入学习探究，再加上学生对知识的消化吸收有一个过程，所

以真正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重任就落在了高三．而在高三一轮复习过程中，也更多

的是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的再现和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二轮复习就成了提高学生

综合能力和素养的重中之重．如何在高三二轮复习中贯彻落实新课改的理念，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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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数学素养，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的华丽转变?如何在高三二轮复习过程中，提

升学生的能力，助力高考发挥，实现学生的求学之梦?如何在高三二轮复习过程中，

为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学生的终生学习做好铺垫?因此核心素养导下的高三二

轮复习备考又该做怎样的改变，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一线教师思考的问题．

1．1．3高三二轮复习中教师教学现状需求

高三一轮复习各个学校都是按部就班夯实学生的基础，基础知识基本方法是教

学的重中之重，学生起点相差无几，教师的选择余地不多，课堂教学挑战不大．反

观二轮复习，通过一轮的全覆盖式复习，学生掌握的知识多了，可讲的点多了，到

底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对于确定的授课内容，采取什么样

的策略模式能够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所以课堂教学内容、课堂教学策略的选择反

而成为一线教师头痛的问题!所以在具体教学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

题．

笔者经常听到一些教师抱怨说：“现在的学生真是太差了”、“现在的学生一点都

不自觉”、“学生完全不会自主学习”“连这个题都不会啊”“讲过很多遍就是学不会”等，

诚然有部分学生的因素，但更多反映出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脱节．很多教师

自诩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习惯于以前固有的模式，完全凭借自己过往的经验来组织

教学．没有关注到课程改革的变化、学生学情的变化，抱残守缺，没有及时跟上变

革．甚至部分教师过多采用讲授法，以教师为中心，满堂灌的模式教学．这也必然无

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没有积极调动学生的思维，教学效率自然不高．学生没有

产生思维的共鸣，导致学生知识掌握不好，理解不深．进而出现教师抱怨学生差、

而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满意度不高的现象，造成“教”与“学”脱节和矛盾．事实上，学生

是一届一届变化的群体，受社会发展的复杂因素的影响，我们也要与时俱进的改变

教学策略，探索出符合学情的教学方案．

1．1．4高三二轮复习学生学习现状需求

新课改后，由于高考“服务选才”的要求，真正考查学生的核心素养，这给学生

的学习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学生普遍感到学习难度增大．在完成高三一轮基本知识

点的复习后，学生急切希望能够在二轮数学复习中，进行深度学习，提升自己的素

养．期望二轮数学复习课堂教学能够带着自己学会探究数学，希望授之以鱼，更期

望授之以渔．学生不仅希望在课堂上学习到数学知识，更希望掌握研究数学的方法．

同时，二轮复习课堂尤其是习题讲评课存在听课效率不高的现象．经过高三一

轮复习，拉开了班级中学生之间的差距，在此基础上的二轮复习，教师很难在课堂

上兼顾各个层次的学生．对于优生来说，二轮复习中的很多知识都已经会了，完全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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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老师似乎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但自己研究会不会错过老师讲的关键的地方；对于

学困生来说，由于新课完全没有理解掌握，公式定理都很陌生，一轮复习已经比较

困难，增加难度的二轮复习上课经常听不懂，被动处于一种放弃的状态，白白浪费

了课堂宝贵的时间．因此二轮复习究竟采用什么策略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也是值

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1．2研究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课程改革，还是高考导向，亦或是教师和学生

在高三二轮复习中遇到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去研究新时期新形势下高三二轮的复习

策略，绝不能照搬以往的复习策略来应对高三复习．我们要去研究新课程改革，研

究核心素养下的高考评价体系，研究新一代的学生实际情况．然后据此大胆改变，

调整教学方式，创新教学设计理念，制定出符合核心素养下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教

学方案．所以“核心素养下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策略的实践研究”就应用而生．

通过此研究，使一线教师更加明确新课改的方向，教师不仅仅关注学生的解题

能力，更关注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的发展．通过教学策略的转变，让学生

能力的培养落实到平时的教学中来．

通过此研究，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提出更符合新高考模式的教学策略，提升

教学效率，促进教学观念的改变，改变教学行为．教学中更多的以学生为中心，更

加明确课堂教学的方向，从而减轻教学压力，促进师生可持续发展．

通过此研究，教师在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时采用多种教学策略，从而提高课堂的

效率和学生的满意度，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让课堂教学和学生学习更加和谐，

师生关系更加融洽．通过教学策略的改变，课堂上引导学生学会研究问题，总结思

想方法，从而引起学生学习观念的改变，进而导致学习行为的改变，最终使学生获

得研究数学的习惯，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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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核心素养的综述

“素养”在数学中最早是由数学家斯蒂恩主编的《数学与民主》提出，其中提到

“量化素养”的概念，进入21世纪，数学素养成为各国数学教育基础研究的热点．2003

年英国公布了《21世纪核心素养——实现潜能》，对高中生应该掌握的核心素养进

行了详细的描述，包括以下方面：交流、数字、运用信息技术、与他人合作、改善

自我与自作、解决问题的技能．2008年澳大利亚制定了《墨尔本宣言》，明确提出了

七大素养：读写素养、数学素养、信息沟通素养、批评和创造思维素养、个人和社

会素养、道德伦理素养、跨文化理解素养．我国对核心素养的研究相对较晚，2014

年教育部正式提出“核心素养”，从此开始了“核心素养”的爆发式研究，2016年北京

师范大学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标志着中国版的核心素养正式出炉，2017

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把数学核心素养定义为6大素养，即数

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数学运算、直观想象和数据分析【3】．

为落实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培养，2017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

准》指出：四基(基本知识、技能、思想、经验)是形成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

通过基本知识，掌握基本技能，形成数学思想，积累活动经验，从而发展学生的核

心素养．在一定的数学情景中，让学生发现、提出问题，进而分析解决问题，提高

学生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学生要学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然后数学化的

思考，最终通过一定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41．用框图表示为如下图2．1—1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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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核心素养

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

数学运算、直观抽象、数据分析

Jr 上 上
基础性 情境性 实践性

整合性 过程性 创新性

结构性 探索性 发展性

数学核心素养发展水平

图2．1—1核心素养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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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知网上搜索“数学核心素养”，共检索到2142篇期刊论文，378篇硕博士

论文．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数学核心素养的内涵的挖掘以及核心素养体系

的理论研究，如核心素养背景下运算素养的研究、高中数学核心素养的内涵及教育

价值研究等；二是核心素养背景下课堂教学的研究，如单元教学设计研究、课堂教

学评价研究、数学概念教学研究等；三是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专题知识的研究，如

对数列的研究、立体几何的研究、概率统计的研究等．并且这些期刊论文主要集中

于最近4年，尤其以2021年居多1

2．2高三二轮复习的综述

高三复习一般定义为三轮，一轮是将高中知识全面过一遍的打基础时期，二轮

是知识综合应用的能力提升时期，三轮是模拟仿真练习适应高考时期．但也有学校

只有一轮和二轮，将模拟仿真练习贯穿在平时．所以高三二轮复习是指在高三第一

轮结束后开始的重新一轮复习，具体起止时间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各个时期、各个

学校根据学生基础、学生情况、学校的备考策略等略有不同．但由于近年来在高三

上学期都会组织市级的期末统考，多数学校会调整一轮复习时间，要求在高三上学

期完成一轮复习．同时在四月底又会组织第二次的统考，这个时间基本被认为是二

轮复习的结束时间．所以在现阶段下，高三二轮复习可以认为是从高三上学期期末

考试结束到高三下学期第二次市模拟统考结束，具体时间为1月中旬到4月底．二

轮复习是将一轮复习的基础知识融会贯通、综合应用，形成知识网络，构建知识点

之间的横向联系，并将知识上升到方法，进而形成数学思想，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经过一代一代高三教师的研究得到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复习

策略也比较成熟．笔者在中国知网搜素“高三数学二轮”．一共检索到660篇文献，

其中72篇硕博士论文．从1996年到2021年都有，时间跨度比较大，但主要在最近

10年．研究内容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高三复习的经验体会，如复习心得、高

三复习的思考与建议、高三复习的实践体会、高三二轮复习的常见误区及应对策略

等；二是课堂教学研究，如高三有效复习的教学策略研究、试卷讲评课的实践研究、

高三二轮复习中的微专题教学设计的实践研究等；三是高三复习的内容研究，如函

数研究、解三角形的研究；四是课后练习研究，如高三复习的选题策略、高三练习

的有效性研究等．

笔者又在中国知网搜素“核心素养高三数学二轮”．一共检索到90篇文献，其

中20篇硕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最近3年．经过比较分析发现主要有一下代表性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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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心心的《高三数学复习课教学策略的实践研究》建议针对主动学习不强设计

的自主导学策略，针对缺少多解设计的探索迁移策略，针对概括梳理不够设计的交

流归纳策略，针对缺少错题反思设计的自诊反思策略，从而提高高三复习课效率【5】．

李青《高三数学有效复习的教学策略研究》中提到注重学生知识网络的构建、

注重数学思想方法的指导、重视课后作业、注重学法指导来提升高三的复习策略【61．

王真的《基于数学核心素养的高三复习策略研究》通过情感激励，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思维导图，构建知识体系、变式教学，拓展数学思、分层教学，关注

学生差异来提升高三复习效果【7】．

从上述综述来看，目前的研究更多的是将核心素养和高三复习的单独研究，并

没有将二者有效的结合起来，尤其没有聚焦到核心素养下高三二轮复习的研究，加

之课程改革需求、高考考查的变化、以及目前一线师生在高三二轮复习中出现的问

题，有必要对核心素养下高三二轮复习的深入研究与实践．

因此，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力图解决以下问题

(1)通过访谈及问卷，调查核心素养下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现状，寻找教师教

学过程与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问题；

(2)通过案例及经验总结，开展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策略的实践探究；

(3)应用问卷调查获取数据，通过数据分析，检验上述实践探宄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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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基础及研究设计

由于高三的特殊性，高效的高三的教学活动更应该满足教育应有的规律，所以

高三数学二轮复习课堂教学策略必须符合基本的教育基础理论，理解这些教育理论

是一切实践探究的根本，本文对应用到的基础理论作简要概况．同时在基础理论的

基础上，设计出核心素养下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教学策略的实践研究路线．

3．1理论基础

3．1．1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认知主义理论认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在头脑内部构造认知结构，通过顿悟与理

解获得知识[81．学习者从环境中获取信息，将信息编码为能理解、有意义的知识，从

而进入长时记忆．为更好的理解知识，认知理论强调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即基本

概念、原理、规律(三基)．所以在高三二轮复习教学过程中可以做立足于题型的

微专题，学习基本概念公式的应用；立足于思想的微专题，学习解决数学的基本思

想与素养．认知主义在教学过程中主张教学可以采取提供线索以引起记忆恢复的形

式，这对高三的复习课有重要指导意义，二轮复习中教师应尽量减少知识的再现，

应提供线索或问题唤醒学生的记忆．教师也可以采用学案导学的教学策略，通过一

些基本的问题回忆起高一高二学习过的基本知识，然后在课堂上加以深化提升．

同时，认知主义认为学习是顿悟的过程，所以在高三二轮复习学习过程中，应

加强错题的反思总结，引导学生做好错题本并进行归类，通过反复琢磨、顿悟而获

得理解．在此过程中应关注思维的通性通法、总结常规解法，把握好学科的基本结

构．

3．1．2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会在原有认知结构基础上，将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

收进来整合到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即同化；当所接触到的信息与已有的知识结构产

生冲突时，学习者会将已有的认知结构进行重组和改造，l!plll页,应．学习者通过同化扩

充延伸原有的认知结构，通过顺应调整改组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而形成新的认知结

构．强调应把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增长点，引导学习者从原有的知识

经验中生长出新的知识经验．

所以在高三二轮复习教学中可以在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上，做一题多变的变式

教学，让学生在新旧知识对比中，既有知识的延伸，又有认知结构的冲突，让学生

通过同化和顺应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获得新知识．构建出新的知识网络【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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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人本主义认为人类具有天生的学习愿望和潜能，当学生厂解到学习内容与自身

需要相关时，学习的积极性最容易激发．所以在高三二轮复习学习中，必须让学生

意识到学习是自身的需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复习中．三

十六计，攻心为上．解决学生内心中学习的障碍，必能最有效的提高复习效果．培养

学生自觉的学习习惯，实现真正有意义的学习．

而在教学过程中，人本主义强调“以学为中心”，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体，

在高三二轮复习过程中，应实施一题多解的教学策略，学生之间多交流展示，发挥

每一个学生的思考价值，满足学生自我实现的需求．同时在练习讲评中，放手学生展

示讲解，落实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让学生产生思维碰撞的火花，达到拓展学生思维、

提高学生素养的的目的．

3．1．4学习金字塔理论

通过实验发现，不同的学习方式24小时后获得记忆的留存率存在差异，如下

图3一l一1所示，从上往下，不同的学习方式的平均保持率原来越高，像一个金字塔，

其中讲授、阅读、视听结合、示范称为被动学习，平均保存率都在一半一下；而讨

论、实践练习、向他人教授或立即应用称为主动学习，其平均留存率都不低于一半，

尤其是向他人教授达到了90％【10】．所以在高--Z．轮复习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应用以

学生展示为主的练习讲解策略，通过学生讲授，提高学习效率，如图3—1一1．

图3—1．1学习金字塔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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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学习金字塔理论启示教师在课堂上应采用多种教学方式，除了讲授、

示范等被动学习策略，更应该讨论、实践、向他人讲授等主动学习策略．因此在高

三二轮数学复习过程中，应该开展一题多解、一题多变等讨论交流，在习题讲评

课中，让学生讲给学生等向他人讲授的教学方式．

3．2研究设I计

3．2．1研究内容

(1)通过访谈及问卷，调查核心素养下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现状，寻找教师教学过

程与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问题；

(2)通过案例及经验总结，开展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策略的实践探究；

(3)通过数据分析，检验上述实践探究是否有效．

3．2．2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笔者利用知网等数据库积极查找论文，搜集相关文献，整理归纳

现有研究结果，并进行学习，找到自己研究的空间，进而提出核心素养下高三数学

二轮复习教学的实证研究．

访谈法：为了解新课程标准下高考改革对教学的要求，了解高三数学二轮复习

教学的问题，笔者对工作所在区对30为教师进行了访谈，并对结果归纳整理，得出

二轮复习教学中的问题．

问卷调查法：为了更全面了解核心素养下学生对高三二轮复习课堂的要求，以

及学生自己在数学二轮复习中遇到的问题，开展了学情调查．同时为了检验高三数

学二轮复习课堂的实践探宄的效果，对学生开展课堂满意度和数学学习兴趣调查问

卷．

实验研究法：为了检验核心素养下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策略的实践探究的成

效，开展实验研究通过设立恰当的调查问卷，调查实验班和对照班的问卷得分，检

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通过独立性检验判断问卷得分是否有显著性差异，以此得出

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策略的实践探究是否有效的结论．

案例辅助法：根据相关的学习理论、课程及高考改革要求，探究实践高三数学

二轮课堂的教学方法，设计具体的教学案例．并不断探索交流完善，最终得到共性

的教学方法．

经验总结法：笔者最近连续四年都担任高三教学任务，并经历了新1日课程改革、

高考改革的过渡，了解到很多改革要求，同时笔者自己也乐于探索新的高效的教学

方法，总结教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深入分析、整理，逐步形成成果，不断推进论

文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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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研究过程
本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首先，对学习理论，教学理论等资料进行阅读，了解基本理论，开

阔视野，为课题研究提供重要依据；同时重点研究《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普

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解读》、《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的说明》等

课程改革指导书籍，为教学探宄提供方向；最后查找文献，分析与课题研究相关的

知识内容，找到自己的研究定位．

第二阶段：开展问卷研究及访谈，深入研究教情与学情，分析现阶段教师教学

和学生学习的特点，发现核心素养下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教与学的问题，将问题细

化为一个个小问题，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同时为后期效果检验的要求，做好

实验班和对照班对数学课堂的满意度调查和数学学习兴趣的问卷调查的前测，整理

保存好数据．

第三阶段：通过上述教情与学情的定位，基于学习理论和课改方向，在高三二

轮复习时，探索实践适合核心素养下的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教学方案，不断优化调

整，从而探索出高效的复习教学方法．

第四阶段：在上述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在高三二轮复习结束时开展实验班和对

照班对数学课堂的满意度调查和数学学习兴趣的问卷调查，以此检验高三数学二轮

复习教学的探索是否获得学生的认可，并提升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再通过二轮复

习前的市统一的期末考试和二轮复习结束时的市统一的第二次模拟考试成绩对比，

检验教学实践是否提升了学生的核心素养．

3．2．4研究流程

根据上述实验过程，设计出如下研究流程图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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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课程改革要求、高三教学及学习中的出现的问

题，发现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策略需要作出改变

通过访谈及问卷将问题细分，转变为需要解决的一个

一个小问题

将上述小问题在教学中在高三二轮教学中实践反思，

从而总结归纳出较优策略

通过上述的教学实践，应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搜集整

理数据，检验教学实践是否有效

图3—2．1研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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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现状与目标
有了基础理论及研究设计，还应了解学情．学情是一切教学的出发点，所有教

学措施的落地生根都要结合学情，只有了解学情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本，从而对症

下药．同时结合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目标，调整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课堂教学，将

教学目标和学生情况很好的结合起来，从而提高复习效率．

4．1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现状

4．1．1学生问卷调查结果

多年高三教学的便利，让笔者充分接触到了学生，能接收到学生反馈到的教与

学的各种问题，同时结合问卷调查，将学生反馈到的高三二轮复习的问题总结如下．

问题一：二轮复习教师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枯燥．多数学生反映教师还是以讲

授灌输为主，较少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策略．确实数学本身的抽象性决定了课堂的

趣味性不强，但作为数学人也应积极想办法力图增强数学课堂的吸引力，通过课堂

增强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从而达到增强学生自主钻研的目的!

问题二：课堂以教师为中心，很少给学生展示的机会．高三复习确实时间紧、

任务重，但是我们要明确目标，那就是提升学生的能力，一切不以提升学生素养为

目标的抢时间、赶课都是徒劳的，甚至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但恰恰学生经过高

三一轮复习已经掌握了基础知识，学生有一定的能力，这时我们更应该为学生搭好

脚手架，给他们创造表现的机会!

问题三：想不到解题的方法．学生遇到难题时最困难的就是无从下手，或者一

个方法失败了就不知道如何处理了．听老师讲解或者研究答案后又恍然大悟，原来

这样啊!但是部分学生经常只追求解题的方法，不追究为什么这么做?又是怎么想

到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没有深入理解到知识的本质，对题目追问反思不够．

问题四：习题讲评课效率不高．二轮复习课堂尤其是习题讲评课存在效率不高

的现象．对于优生来说，老师讲的我已经会了，听吧，似乎浪费时间：而对于学困

生来讲，一轮复习已经比较困难了，增加难度的二轮复习上课多数听不懂，被动处

于一种放弃的状态，白白浪费了课堂宝贵的时间．因此出现了部分同学不去参与课

堂，按照自己的复习步骤实施复习．但毕竟学生没有经历过高考，也没有研究透高

考，所以高考的重点在哪里他们并不清楚，所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复习很有可能走了

弯路而不自知．

问题五：学生自主钻研意识薄弱．新时代的学生在家父母帮，在校教师帮，习

惯了被“喂着吃”，渐渐失去了自己钻研问题能力，钻研意识也相对薄弱．而二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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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关键提升点，缺乏这种能力就会呈现学习中的“高原现象”，自身的素养得不

到提升．

4．1．2教师访谈结果

笔者经历过多轮高三以及最近连续4年的高三教学，不仅与本校的高三教师交

流数学二轮复习情况，更通过区教研活动平台，开展其他学校教师的访谈，共访谈

30位教师，同时结合自己的教研经历，将二轮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总结如下：

问题一：二轮时间的安排不合理，有些老师一轮复习过于追求全面、或者教学

太深，导致进度太慢，也有老师急于模拟演练，直接跨过二轮直接三轮复习，导致

学生失去了二轮加深、综合的机会，很难把一轮的点状知识直接应用的三轮的模拟

演练中去．实际上，高三一轮复习是奠定复习基础，而不是复习所有内容，一些对

其他知识影响不大、相对困难、综合较高、课本外需要补充的知识可以放到二轮，

这样不仅可以合理安排进度，还可以让学习这些知识时，综合应用其他知识．

问题二：二轮教学内容的选择不聚焦，部分老师对高考改革、高考试题研究不

够，没有自己的题库、资源库，缺乏对二轮的宏观思索与把控，导致二轮复习无法

挑选一些经典的专题与学生一起深挖、钻研，二轮复习受制于资料书、平时的练习，

东一榔头西一棒，导致学生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学习泛化，没有深度学习，

这样的二轮也很难提高学生的能力．

问题三：二轮复习变成习题讲解课，没有提升学生素养．部分老师不太注重教

研，拿着二轮复习资料照本宣科，没有自己的加工．直接让学生课前做好练习，课

堂讲解题目，将二轮复习课活生生变成习题讲解课，不仅课堂枯燥无味，听课者寥

寥无几，并且学生只是立足于解决题目，没有将解决题目的方法形成数学思想，导

致大脑中装了千万种方法，但面对具体的题目，似曾相识，大脑却又一篇空白，或

者题目一灵活变化，学生就束手无策，没有一种方法适配，因为老师没有教过!

问题四：二轮变成一轮的精简版，部分老师习惯了一轮知识点——例题——方

法——练习的教学模式，再加上对二轮复习的定位与作用认识不深，二轮复习时继

续采用一轮复习的策略，将二轮变成压缩精简版的一轮，这样的课堂就变成了知识

点的简单重复，没有知识的交叉综合应用，没有学生的深入研究，这样的二轮也必

然导致学生能力不够、素养不强．

问题五：学生学习不深入．部分学生没有感受到一轮N--轮复习的变化，二轮

复习没有转向深入学习，还是和一轮一样单个知识点的孤立学习，甚至还沉迷于解

决一轮复习的简单基础题，遇到稍复杂的综合题产生畏惧情绪和排斥心理，出现了

简单重复的现象．同时对题目的研究反思不够，一题多解、多题归一、题目变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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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较少，仅仅满足于做出这个题目，导致学习研究不足，二轮的学习成绩不升反

降，从而又导致一些心理上的焦躁，使二轮复习收效甚微．

4．2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目标

明确了二轮复习的现状，还要必须清楚二轮复习的目标和定位，通过二轮复习

希望达到四大目的：

一是巩固，巩固一轮复习获得的基本知识、技能、方法，同时对重难点进行提

炼和把握．使模糊的板块知识更清楚，杂乱的方法梳理好．使基本知识的理解更到

位，基本技能灵活使用，基本方法熟练把握．真正遇到问题时提取知识更加方便．

二是完善，完善一轮复习中因各种原因导致的知识漏洞，查漏补缺，让每一位

学生的知识形成一个密集的大网，进一步完善知识方法体系，确保基本知识基本方

法的扎实和牢不可破．

三是综合，将基础知识综合应用到一个题目情境中，增强知识点之间的链接，

将一轮复习的基础知识融会贯通，形成知识网络，构建知识点之间的横向联系，增

强题目的综合和灵活性，获得解决问题的基本经验．

四是提高，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并将知识上升到方法，进而形成数学思想．同时也要学会如何钻研问题，增强学生

的学习能力，最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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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三数学二轮教学策略的实践

为了能够更好的开展教学实践探究，‘必须提前为高三二轮复习工作做好准备，

只有准备工作做好了，基础打牢了，才能建立起结实的高楼大厦．与之前的高考复

习方案相比，在核心素养的背景下，教师必须组好以下准备和改变：

首先是观念的改变，如果将一轮复习比作是手把手的教学生走路，二轮复习必

须是让学生自己跑起来，教师需要告诉学生如何跑，怎样才能跑得快．所有的教学

要“以学生为中心”，懂得放手、舍得放手、能够放手．教学中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

更要在课堂上带领学生展开研究，在潜移默化中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让学生在自

己的深入钻研中重构知识大厦，提高自己的能力!

其次教师要作好研究，不仅要研究课程改革、高考评价，也要研究高考试题，将

自己放在所教学生的水平上来模拟限时做完，然后评估学生的答题情况，思考高考

试题是如何考查学生的能力素养的．分析哪些题目是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哪些题

目考查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哪些题目考查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能力，哪些

题目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然后具体研究题目的解法，一题多解，多题归一，解决

问题的数学核心思想，以及思考如何组织教学．通过这样的研究，明白高考考查的

目标，反思自己的教学，优化教学过程!

再次，建立自己的题库．学生核心素养的考查必然是以情景为载体的，而一些

经典的数学情景是提升学生能力的良好素材，所以建立自己的题库就尤其重要．虽

然现在各种网络上都有很多题库，比如学科网．但是这些题目针对所有的学生，并

不符合本校的学情．通过平时的练习、测试等发现学生的薄弱点、易错点、难点，

甚至难度、得分率等．将这些经典的题目及数据收集起来，一方面可以将错题重做，

另一方面也可以放到自己的题库中，为下一轮高三的备考提供素材．通过多年的教

学比较发现：一些经典的题目，它可能一直经典，我们可以继承传统，继续沿用．但

是社会在发展，对数学的要求也在变化，高考的热点也在转移，对于学生的素养也

不同．不同时代对能力的发展也有不同，我们也可以通过一年一年的题目的收集积

累，改变题库的内容，符合时代发展、高考改革的要求，确保题目及时更新换代．这

样以他上之石，攻我山之玉，厚积方能薄发，为自己的二轮教学策略的实施作好素

材准备!

最后，作好高三数学一轮复习的落实与安排．核心素养下的高三复习，要以素

养作为培养目标，所以高三二轮复习的时间要得到保证．这样必须落实好一轮复习

的时间安排，确保在高三第一学期完成一轮复习．同时素养的提升建立在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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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本方法之上，高三一轮复习必须要打好牢固的基础．

有了上述准备，再结合二轮复习调查的现状与目标，笔者从这些问题出发，不

断探索教学方式，实践研究，针对不同的问题实施不同的教学策略．如对于二轮复

习内容选择困难、不聚焦的问题，采用题型微专题教学策略，专攻某一些难点问题；

对于想不到题目解法，采用思想微专题教学策略，专门凝练思想，抓住问题的根本．

对学生学习不够深入、不会自主钻研，采用一题多变的思维发散教学策略，引导学

生探讨研究；对于学生思维不够灵活，采用一题多解的思维拓展的教学策略，学生

多角度思考问题，培养思维的灵活性；对于二轮中习题讲评课中效率不高的情况开

展学生自主展示的互学互助策略等．

5．1微专题的深度学习策略

微专题的深度学习策略是指针对某一具体知识点、某种数学思想方法或者一

个研究主题等从该知识的基本概念、原理、规律入手，构建知识结构，整合并运

用基本概念和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小入口的教学策略．其包含的内容适中，知

识间关联密切，可以让学生在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认知结

构，灵活应用知识，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目的是引导学生学习走向深入，将知

识、方法、思想进行深度加工【1】】．

课堂教学中采用微专题的深度学习策略为学生自主进行深入研究起到了榜样

示范的作用，引导学生自主钻研的意识．学生学习时也可以抓住某一个方面进行专

题深入研究，从而极大的提高二轮复习的深度，提高二轮学习效率．同时，高三二

轮复习作为一轮的强化与提升，微专题可丰富课堂形式，提高课堂的趣味性，增

加学生对课堂的满意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乐学、善学．

高考改革要求考查学生的“四基”，即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本思想、基本活

动经验．我们可以在基本知识、基本思想处设置恰当的微专题来提升【121．在学生知

识的漏洞处、薄弱处选择立足于知识的微专题，来研究考试热点、突破难点；在

凝练解题方法、巩固数学思想处选择立足于思想方法的微专题，来高屋建瓴的把

握学科基本思想、突破解题思路．

当然，微专题的选择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测试情况以及教学情况．所以教

师一定要了解学生情况，同时研究高考考点，聚焦于学生的能力，设置恰当的微

专题．通过微专题的低起点、深研究，方法聚焦综合应用各种知识，带动章节知识

的综合应用，从而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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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立足于题型的微专题

高三一轮复习时以基本知识、基本方法为主，并且由于一些题型涉及到各方面

综合的知识，在高三一轮复习时学生掌握比较困难，所以在一些综合题型处设置微

专题突破显得尤为重要．笔者经过多年的高三探索，结合传统的教学经验，本校的

学情，各板块复习时建议设置以下表5．1．1代表性的微专题：

表5．1．1微专题

数列求通项

数列求和
数列

以等差等比数列为基础的分类讨论、求和新

题型

三角函数中含参问题

正余弦函数合成后的函数的性质的综合
三角

复杂解三角形及方程思想

解三角形中的最值(范围)问题

外接球问题

立体几
截面问题

体积表面积的最值问题
何

几何体中动态及翻折问题

向量法中难点突破(建系难、含参计算等)

圆锥曲线的定义与求离心率

解析几
定点定值问题

点变量及角度处理
何

解析几何中常见条件的坐标化

优化运算技巧

二项分布与正态分布列

概率统
利润决策类建模问题

比赛闯关类应用问题
计

产品、血样类检测问题

纳税、保险、赌博等模型

函数与 函数性质的综合应用

导数 比较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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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及恒成立问题

隐零点问题

单变量、双变量的处理策略

利用立足于题型的微专题，通过不同微专题的深度学习，在夯实学生的基本知

识、基本方法的同时，提升学生不同的素养．如三角中的微专题主要培养学生逻辑推

理、数学运算、直观想象的素养，立体几何中的微专题主要培养学生逻辑推理、直

观想象的素养，概率统计中的微专题主要培养学生数据分析、数学建模的素养等．

这里笔者呈现一节高三二轮复习微专题深度学习策略的一个教学简案．最近几

年高考经常以几何体的截面问题为载体考查学生直观想象的核心素养，但恰恰学生

学完立体几何后空间想象不强，作截面能力薄弱，所以笔者二轮复习时设置了以正

方体为载体的截面问题的微专题，借此对截面问题进行专题钻研、深度挖掘，以此

整合立体几何的综合知识，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

截面问题的教学案例

一、教学目标

1．掌握两种作截面的方法：平行线法和延长线法以及正方体常见的截面；

2．综合应用平行、垂直关系等立体几何知识解决与截面有关的截面问题；

3．以截面问题为载体培养学生空间想象、逻辑推理核心素养．

二、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平行线法和延长线法作截面

2．教学难点：延长线法作截面

三、教学过程

例1．如图5．1．1所示的一块木料中，棱BC平行于面月’C’．

(1)要经过面月’C|呐一点尸和棱召C将木料锯开，应怎样画线?

(2)所画得线与平面AC是什么位置关系?【13】

图5．1．1木料图

设计意图：通过教材中的例题，让学生明白平行线法作截面的基本原理，即平

行的性质，也学习如何通过平行线法延展平面，同时也提醒学生回归教材．

，／，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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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如图5—1—2，若口n∥=J『，A，B∈口，C∈∥，试画出平面ABC与平面

口，p的交线．

图5．1．2两相交平面

分析：如图5．1．2，要想作出交线，由公理3，就要寻找两个平面的两个公共点，

故面ABC与平面口的交线就是AB，而面ABC与平面∥的一个公共点易知是e再

寻找另一个公共点，通过延长直线AB与平面∥交于D点，则CD就是交线．注意：

这里重点体会为什么要延长AB而不是其他直线．

设计意图：通过一个简单的背景，让学生调动起所学的立体几何公理3的知识，

得到延长线法延展平面的方法，让学生深刻理解到延长线法作交线的基本原理．

例3．如图5．1．3，己知正方体ABCD-4且G口的棱长为1，尸为BC的中点，过

点4，尸，G的平面截正方体所得的截面为M，则截面M的面积为 ．

A 露

图5一1．3正方体

分析：通过过￡点作平行线的方式延展平面从而找到交线，得到截面图形，且

由面面平行的性质易知，截面为平行四边形且邻边相等，故为菱形，则截面面积易

求．

设计意图：通过平行线法解决截面问题．

例4．如图5-l一4，在正方体ABCD一4且qq中，M，Ⅳ分别是4q和Gq的中

点，试作出过B、M、Ⅳ的截面，你能确定其他交点的位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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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1

4 8

图5．1．4正方体

分析：方法1：延长线法．如上图5一l-5，延长MN交4q和Gq于G、Ⅳ，

易得截面．方法2：平行线法，过点B作朋rⅣ的平行线交AD、CD于，、Ⅳ，再连

接相应的点就可以得到截面，再由相似可知，E、，都为三等分点．

A B

图5．1．5正方体

设计意图：通过正方体中具体的题目，一题多解，让学生体会对比两种方

法，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例5．如图5一1．6中各点都是正方体的顶点或棱的中点，自己设计一个作截面的

题目，并和同桌交换解答．

A E B

图5．1—6正方体

设计意图：通过让学生自己设计题目，以出题者的视角来看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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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如图5一l一7，正方体ABCD以尽G口的棱长为1，尸为BC的中点，0为线

段CG上的动点，过点A只a的平面截该正方体所得的截面记为5．则下列命题

①当州时， 5为四边形；

②当CQ=昙时，s为等腰梯形：

③当∞：三时，5与a凸的交点月满足G月：一1；。

4
1

3

④当言《oq时，5为六边形；

⑤当c。：1时，5的面积为华．
G

0

C

图5—1．7正方体

分析：综合各种方法作出正方体的截面，由截面即可得到结果

设计意图：本题是一个动态截面问题，是一个比较综合的题目，检验学生截面

的掌握情况，供基础较好的学生思考解决，部分有困难的学生，也可以课后再研究．

课后拓展：用一个平面截正方体，得到的截面可能是哪些图形?不可能是哪些

图形?周长最大的截面是什么?面积最大的截面又是什么?

设计意图：供对此类题型有兴趣的同学研究．

本节小结：如何做一个正方体的截面?你有哪些方法?

设计意图：让学生对本节课内容进行归纳．

通过开展立足于题型的微专题，给学生提供了一个综合应用所学知识的平台，

巩固了基本的知识结构，同时通过对一类题型的深入研究，掌握了解决这类问题的

基本方法，提升了学生研究问题的意识1

5．1．2立足于思想的微专题

进入到高三二轮复习，很多同学感觉数学学了很多知识，很多方法，但面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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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题目时，一时又想不到解法，就像水壶里煮饺子，肚里有倒不出，一看参考答

案叉比如大悟，这个我会呀!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掌握数学思想方法，数学的学习就

是将书先读厚再读薄的过程，读厚就是掌握基本知识和解题方法技巧，读薄就是在

许许多多的方法中抽象出普适的、一般性的方法，也即数学思想，这样就做到了多

题归一的效果，从而站在更高的角度看问题，对解题形成降维打击．有了数学思想

的引领，不仅数学的内容变少了，解题思路也能很快想到．实现数学知识——解题

方法——数学思想——核心素养的递进转变．其中数学思想发挥了由知识方法过渡

到能力的桥梁作用，真正做到落实核心素养!

在二轮复习的中后期，为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数学思想，将整个高中的数学知识

融会贯通，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进行立足于思想的微专题教学显得尤为重要．常

见的数学思想方法有函数与方程思想、化归与转化思想、数形结合思想、特殊与一

般思想、分类讨论思想、数学建模思想等【14】，笔者以数学结合思想专题为例呈现．

数形结合的思想是高考的常客，选择或填空等题中常有一个考查数形结合思想

的题目，用数形结合的思想可以使小题小做、小题快做，节约做题时间．数形结合

的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将几何条件代数化，通过代数运算得到代数结果，再

将结果翻译为几何信息，如坐标法；二是将代数条件几何化，寻找代数式的几何意

义，通过几何图形得到几何结果，在转化为代数信息．这里展示一个数形结合的教

学案例[1 51．

数形结合思想的教学案例

一、教学目标：

1．学会用数形结合的方法解决数学问题，归纳常见的数形结合的应用场景．

2．通过具体实例让学生感受到数形结合的价值，体会数形结合的数学思想方法．

3．通过数学结合思想的教学，培养学生直观想象的核心素养．

二、教学重难点：

如何实现代数问题和几何问题的相互转化

三、教学过程：

例1．若点月，B分别是函数y=厂(曲与y=占(曲的图像上的点，且线段AB的中

点恰好为原点0，则称A，B为两函数的一对“孪生点”，若，(曲=kl卅，

占(曲=z，则这两个函数的“孪生点”共有( )

A．1对 B．2对 C．3对 D．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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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根据题意：由“孪生点”，可知，欲求，(曲的“孪生点”，只须作出函数

g(D=z，的图象关于原点对称的图象，看它与函数，(D=lgI爿的交点个数即

可．通过图象可得：它们的交点对数是：2．即两函数的“孪生点”有：2对．故答

案选B．

设计意图：本例将解方程转化为图像交点问题，通过将代数问题几何化快速

解决问题，让学生感受到数形结合的威力．

反思总结：①函数的零点、函数图像与x轴的交点、方程的根、两函数图像

的交点问题可以相互转化．

⑦通常可将函数的零点、方程的根转化为函数图像与x轴的交点、两函数图

像的交点实现由数到形的转化．

例2．己知实数爿，'，满足方程，+矿一锄+1=0

(1)-．求---y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X

(2)求Y—x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求，-'1"-，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分析：(1)方程，+，一4并+1=o表示圆，JP(墨力表示圆上的点，则

喜=妻耄表示尸(五力与原点D(Q9的斜率，当直线凹与圆相切时斜率分别取
到最大和最小；

(2)设z=Y—x，则y=x+z与Y轴交点为(o，刁，故z的几何意义是直线

／=x+z与Y轴交点的纵坐标．当直线y=x+z与圆相切时，与Y轴交点的纵坐标

分别取到最大和最小；

(3)，+，=(厢)2=(厄丽)2表示P(五力与原点D(q9
的距离的平方，当直线卯过圆心时，此时的距离分别为最大和最小．

设计意图：抽象问题可用形来具体化，思维问题可用数来精确化应用数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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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某些求最值问题中，可以收到蒽想不到的效果．J司时让学生感受到斜翠、截

距、距离等具有明显几何意义的式子的代数形式．

总结反思：

1．形如Z：上二皇的形式可转化为直线斜率．

2．形如z=(x—a)2+(y一6)z形式可转化距离．

3．形如z=拟+by的形式可转化为直线的截距

问题：你能总结一下将一个代数问题几何化的步骤吗?

例3．己知H=l，H=2，向量苔，云的夹角为60。，且(j一否)·(占一苔)=o，求H
的最大值．

分析：将题目代数化，可设否=Q哦弓=Q√习，设己=(墨力，则

(丕一否)·(云一云)=0一五一力·(1一五拈一力=o—1)2+户一西=0，

叭川n(少一孚)2_；，即点“力在以(·，孚卜圆机鱼2为半径的圆上，
看到l司=0F可想到距离，表示为圆上的点到原点的距离，

故I引的最大值为
矗打一矗

一。。。。。。。。。。。。。。。。一2 2

设计意图：由于向量可以坐标化，可以很方便将向量问题转化为坐标问题，从

而实现几何问题代数化．

例4．AABC的内角4、B、C的对边分别为a、tx C，且√26一C=～／2acosC，

c=242(1)求A；(2)若△ABC为锐角三角形，D为BC中点，求AD的取值范围

分析：(1)分析略，易求得A=45。．(2)本题除了可以用正余弦定理解决外，

还可以将问题代数化， 以4为原点，AC为x轴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则

月(。，。)，c(6'。)，B(2，2)，由中点坐标公式得刃(三6+1'1)，故I叫=
vh AABC为锐角三角形得到阳妇：—a2_+iC2一_b2>O，化简得62+8．劬+8-62>O，么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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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b<4；同理由cosC=二{}>0可得b>2，所以6∈(2，4)，从而得到
Zao

AD∈(居倜
设计意图：对于解三角形的问题，学生很容易想到利用正余弦定理解决，本题

通过建系将几何问题代数化，给学生展示了看问题的另一个视角，同时让学生初步

感受到几何问题也可以代数化解决．

问题：你能总结一下将一个代数问题几何化的步骤吗?

第一步：分析题目的几何特征，寻找数量关系，分析如何将几何条件代数

化，如建系

第二步：确立代数化的方案后，将题目中的几何条件全部代数化

第三步：解决代数问题；

第四步：回归几何问题：

问题：回顾一下高中的所学知识，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数形结合解决?

反思总结：通过本节课，你是如何认识数形结合思想的?

开展立足于思想方法的微专题，使学生更加明白思想方法在解决问题中发挥的

根本性的作用，促使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思考更加深入，同时将高中解决问

题的方法划归到一个一个的数学思想中，将高中数学众多的知识、方法进行简

化，将厚厚的高中教材转变为鲜活的思想，知识归零，从而轻装上阵．遇到陌生的

数学问题，也能从根本上思考解决问题的角度，从而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6】．

微专题的深度学习策略本质上追求多题一解的过程，立足于题型的微专题是将

一类题目集中在一起研究，找到统一解决问题的方法，而立足于思想的微专题是将

多种题型归为一类，用一种思想解决很多类型的题目，慢慢的寻找到数学的根本．这

种将很多个题目放在一起深入研究的过程就是将书由厚读薄的过程，教会学生分析

问题时学会由表及里，抓住问题的本质，找出问题之间的共同之处，这也是培养学

生素养的必经之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如何将一类题目归在一起研究呢?笔者建

议高三的学习过程中要做好错题的分类整理，同一个板块的知识要放在一起，这样

研究错题时就可以研究到类似的题目，对比分析，找到多个题目的统一方法，从而

研究清楚一类问题．

同时应用好微专题的深度学习策略，学生突然发现，原来很多问题都是类似的、

甚至相同的问题，发现自己具备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发现数学学起来一

下子变得容易了很多，从而增加了学习数学的成就感，从而增强了学习数学的兴趣．

教师在做好微专题深度学习的过程中，为方便将某一类题目快速归类研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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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必须建立自己的题型分类题库，在教学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将形异质同的题目归

为一类，将一些精典的好题搜集起来，为微专题复习备好素材．这样在使高三数学

二轮复习更加聚焦的同时，也减轻了教师复习备考过程中备课的压力．

5．2一愿深研的拓展发散策略

当面对一个陌生的数学问题时，部分学生没有思路，不知道解决问题有哪些方

法，也不知道从哪些角度思考问题．或者有的学生习惯于只用某一种方法，形成了

思维定势，遇到一个要用不同方法解决问题的题目时，原来的方法尝试失败的情况

下，立刻会变得束手无策．为解决这个问题，训练学生思维的灵活性，高三二轮复

习教学中，对一道题目进行深入钻研，可以做一题多解的解法方式的研究，也可以

做一题多变的条件变化对比研究，从而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5．2．1一厦多解的拓展策略

同一个数学问题给出不同的解法，称之为一题多解．其特点是从不同角度、不

同方向、不同思路、不同形式去解答同一个问题，一题多解能够综合调用所学知识，

培养学生的细致的观察能力、丰富的想象能力、高度的仓IJ造力．同时通过不同的解

法研究，对比不同的解法，发现解法间的差异、优缺点，也有助于学生理解不同思

考方向带来的结果的不同，从而更深刻领悟到每一种处理方式的必要性【"1．

一题多解能够开阔学生视野，打开学生思路，去除思维定势【18】．在核心素养下，

新高考强调反刷题、反套路，就是反对形成思维定势，而一题多解的训练恰好能够

锻炼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从而契合新高考复习备考．

通过一题多解，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看到一个数学问题竟然能够有

这么多解法，原来思考问题还可以从这些角度，感受到数学的神奇之处，感受到变

换角度带来的惊喜，发现数学的价值，感受到数学课堂的意义，从而提高对数学课

堂的满意度，提高数学学习的兴趣．

从教师角度看，实施一题多解，可以丰富课堂教学，摒弃二轮变成一轮“炒剩饭”

的做法，提高数学课堂的教学效果，使学生乐于听讲、善于参与课堂．教师也可以

发挥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们提供自己思考问题的角度，得到更加多样的解法，真

正让课堂动起来、活起来，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感，变得乐于思考，乐于学习数学，

以下以一道三角函数最值问题为例来展示一题多解的拓展策略的实施．

一题多解的拓展策略的教学案例

一、教学目标：

1．掌握三角中的同角关系等基本知识；

2．掌握三角函数中函数最值的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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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历三角中求最值的过程，感悟转化与划归的思想、数形结合的思想，提升学生

逻辑推理、直观想象的素养．

二、教学重难点：求函数的最值

三、教学过程：

例．设当x=0时，函数，(曲=sinx一200BX取得最大值，则∞胡=——．
方法1．看到正余弦函数相加减，很容易想到辅助角公式合并来求最值，由此得

缈口下解法．，X)=Sill X--2COS X=压(去sinx一去cos刁=店sinp一办

由题意，当x=目时，函数“曲取得最大值，即口一伊=2k#+iYT+妒@∈刁，即

9=勉+乏伽所以COS0=COS(2kz厶刁=-sin0=2 一三,／5=一坐52
’

I ’／

方法2．方法1学生最容易想到，最贴合学生的思维，但使用辅助角的过程

中，发现不是特殊角，学生处理相对困难，但易求最大值为√5，于是优化得到如

下方法：由题可得他)=鲫一2础=拈，可得方程组盅篡删5
消去础，即得惦硎+才：0，解得COS0：一；：一一245．、

’45 5

方法3：看到最值问题，想到解决最值的“大招”导数，于是得到如下解法：题

设条件“当x：0时，函数“曲=血x一2懿x取得最大值”包含两大信息：一是

r(01：sin0—20cs0：√；；二是x：0为函数4-)的最大值点，即极大值点，即有

，，p)：smO+2COS0：0．N以N；YNN．j鲫一2锄=√5解得00B秒：一245一 loos0+2如p=0 5

方法4：看到三角函数，想到单位圆，于是寻找式子的几何意义，于是得到下

列方法：厂p)：茹目一203s0：√；，换个角度来看，这表明定点(醯胡，oaB伊)在直

线x一矽=√；上，而点∞乡，∞胡)又在单位圆，+，=1上，即点Qn9，∞胡)为
直线x一2，，：√弓与单位圆，+广=l的公共点．直线x一2y：√；与单位圆

，+，=1相切，所以点(血妒，∞胡)即为直线x一矽=√；与单位圆，+，=1的
切点．

方法5：既然可以寻找式子的几何意义，而向量作为高中有力的工具，具有很

28

万方数据



好的几何与代数属性，能否转化为代数问题呢?通过向量的数量积构造出如下解

法：构造平面向量OA=(sinx,cos曲，OB=0，一2)，则

，(甸=幽一200sx=一OA·一OB=I翻．I捌·叫葫，磅=后叫历，圆显然，当面
与OB的方向一致时，，(曲取得最大值，记此时点A的位置为

A=(鲫，∞胡)·可得点月。的纵坐标为cos8=sin ZB研=尚=砉=一半·
方法6：其实上述解法的实质就是柯西不等式，那不妨直接用不等式解决最值

问题，于是得到如下解法：，2(曲=(sin x一2cos x)2≤0+4)·(sin2 x+cos2旬=5，当

且仅当cs。in。xx一扣COS．r Z

．45 J． √5

三或{ 5一时取得等号．显然
245 I 245

5 【 5

I． √5
I sin x2_ 一c

{ 5一时，函数，(曲取得最大值，即cos曰：一—2．4—5．
1 245

’。

5

lCOSX=一一【 5

总结反思：方法1和2是从三角函数的角度解决三角类函数的最值，方法2可

以看做是方法l的优化；方法3是从导数的角度研究函数的最值；方法4和方法5

是利用数形结合的观点将代数问题几何化，其中方法4利用解析几何寻找几何意义，

方法5利用向量的数量积寻找式子的几何意义；方法6是用一些常见不等式的知识

求函数的最值．由此可以总结出关于最值问题可以有以下思考问题的角度：

(1)函数角度：击利用常见函数的图像与性质求最值；2利用导数求最值

(2)几何角度：赋予代数式子几何意义，然后寻找取得最值时的位置，直接求出最

值面解析几何中一些式子的几何意义；2向量的几何意义

(3)不等式的角度：利用一些常见不等式可以求最值，如基本不等式、柯西不等式

等．

5．2．2一题多变的发散策略

一题多变是将一个问题通过改变条件、结论或者将题目和条件互换等发散出关

联性的问题的过程．一题多变可以培养学生的探索迁移能力、提高思维的发散性【19】．

采用一题多变的发散策略，因为涉及到的较多内容，首先需要学生掌握相关的基本

知识，同时教师要提前做好供发散题目(即母题)的准备，并不是所有的题目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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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一题多变，常常在概念辨析处、知识点易混淆处、需要深入挖掘处做一题多变

的发散．教师要具备自己改编题目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跳进题海整理收集，然后

跳出题海改编尝试．然后自己做好解答研究，确定题目具有改编发散的价值．教师

进行变式时，应以一个基础题目为出发点，一步步改进，按照思维逻辑由易到难的

顺序，层层递进式铺排．学生在掌握好上一个变式的同时，也为下一个变式打好了

知识上和心理上的基础【201．

一题多变可以寻找共同点，即虽然问题发生了改变，但是解法是不变的，通过

此过程学生会感受到解法的普适性，当然也可以继续深入探究：为什么问题改变，

但方法不变呢?决定方法的核心条件是什么?一题多变也可以寻找差异点，通过问

题的改变，发现处理方法发生了改变，自然就会追问：是哪些条件的改变导致方法

的改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以后遇到类似问题该如何处理等，通过对比，

学生就会更加明白基本概念原理的差异．

核心素养下的新课程改革，越来越重视学生能力素养的考查，命题源于课本又

高于课本，一些题目来源于教材，但通过变式得到新的题目，所以高三二轮复习教

学中也不能单纯的照搬教材或资料书的题目，而应该以此为依据，进行变式教学，

引导学生思维【21】．通过精心设计问题、引导探究发现、展示思维差异，跳出题海，

注重知识的构建，提高应变能力，培养创新精神，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一题多变发散策略教学设计简案

一、教学目标：

1．掌握恒成立和存在性问题的处理方法；

2．通过恒成立和存在性问题的研究，感悟转化与划归的思想方法．

二、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恒成立和存在性的处理方法

教学难点：多个变量时的转化处理

三、教学过程

例．已知，(曲=2，，g(曲=3，+★，若VⅨ∈[-1，l】，j恐∈卜l，l】使厂(焉)≤g(恐)

成立，求实数k的取值范围．

分析：要想将本题理解的更清楚，先看看理解清楚下面的变式，本题将变得清

晰明了．

变式1．若Vx∈【-u]使占(曲≤0恒成立，求实数k的取值范围．

分析：恒成立问题，应用分离参数法，将参数和变量分别放在不等式两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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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式变形可得k≥一3，，故k≥f一好1 ，即七≥0．
、 ，nl“

设计意图：单变量的恒成立问题是最原始、最简单、但又能反映本题根本的问

题，方便学生理解问题的本质．

变式2．≥旨3Xo∈【-1，1]使g(xo)≤o成立，求实数五的取值范围．

分析：存在性问题与恒成立问题处理方法相同，同样分离参数可得五≥一酥，故

膏≥f一34,)，
＼ ，min

设计意图：通过本题变式，学生熟悉存在性问题的处理，同样分离参数转化为

最值问题，和变式l形成对比，发现采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只是一个要转化为最大

值，另一个刚好相反．

变式3．若Vx∈[一1，1】使，(曲≤占(p恒成立，求实数灭的取值范围．

分析： ，(p≤g(D恒成立等价于，(p—g(p≤0，同样分离参数可得

五≥2p一3矿，故k≥f2，一3x21 ，即k≥0．
、 ，月^"

设计意图：一侧变量变为两侧变量，难度慢慢加深，向例题靠近．

变式4．若j气∈【_1，1】使，(气)≤占(而)成立，求实数七的取值范围．

分析：，(％)≤占(％)成立等价于，(蜀)一g(而)≤0成立，同样分离参数可得

五≥孺一瑶，故五≥(雹一瑶)胁， 即k≥一5．

设计意图：再次对比恒成立与存在问题的在处理方法上的相I司点，但在转化为

最值时的相反性．

变式5．若V五∈【一l，l】，V恐∈[一1，1】使，(置)≤占(五)恒成立，求实数五的取值范

围．

分析：本题的恒成立的式子中有双变量Xl，恐，但是两个变量相互独立，若两个变

量同时变化，我们不好研究．我们可以考虑固定一个变量，看另一个变量的变化情

况．如先固定x2，则此时只有焉变化，这时候就和变式1是一样的， ，(Ⅸ)≤占(码)

恒成立等价于，(由～≤占(恐)，而，(曲一是固定不变的数，此时考虑恐的改变，问

31

万方数据



题等价于，(曲 ≤g(曲．，得忿2．、 ，J脚 u、 ，lill／'l

追问：变式5和变式3的处理方法为何不同?

设计意图：双变量的恒成立是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双变量问题，为后面恒成立

和存在性混合问题做好铺垫．同时变式5与变式3的解法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变式

3是同步单变量，而变式5是不同步双变量．

本题：若VⅨ∈[一l，l】，j恐∈【一l，1】使，(筠)≤占(恐)成立，求实数七的取值范围．

分析：思考方法与变式5相同，，(Ⅸ)≤占(恐)成立等价于，(甸一≤占(甸～，得
脸-1．

设计意图：通过上述层层铺垫，可以容易解决此问题，同时检验之前变式的理

解情况．

变式6．若jⅨ∈[一1’】]，j恐∈【一l，l】使厂(Ⅸ)≤g(五)成立，求实数★的取值范围．

分析：，(Ⅸ)≤g(恐)成立等价于厂(曲胁≤g(曲～，得忿-5．

设计意图：变式6和原题难度差不多，通过此变式让学生再次巩固双变量的存

在性问题，加深学生的理解．

变式7．若V恐∈【一1，1】，]Ⅸ∈【一】，1]使，(Ⅸ)=占(恐)成立，求实数k的取值范围．

分析：，(Ⅸ)=占(恐)成立等价于占(刁的值域包含于，(曲的值域，得一2≤k≤一1

设计意图：变式7在原题的基础上继续加深，处理恒成立与等式的结合问题．

变式8．若jⅨ+[-1,11，]恐∈卜l，1】使厂(Ⅸ)=占(五)成立，求实数七的取值范围．

分析： ，(再)=占(五)成立等价于占(p的值域与，(曲的值域有交集，得

一5≤k≤2．

设计意图：变式8与变式7结构相同，考虑方法也类似，加深学生的理解．

变式9．对任意的xi,五∈卜1，1]g+-I，(五)一r(xdI≤脚成立，求脚的取值范围．

分析：
脚≥I厂(五)一厂(恐)I等价于脚≥l，(五)一厂(恐)I一，

只需要

册≥，(曲～一，(曲砌，即脚≥4

设计意图：与之前的变式产生对比，巩固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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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总结：通过本节课你学到了什么?

知识层面：

1．同步单变量

(1)若Vx∈[a，纠使攻曲5双曲恒成立等价于[心《曲】—≤0
(2)若3x0∈[a，6]使攻绚)三额均)成立等价于[攻曲颓曲】枷卸
2．不同步双变量

(3)若Vx]∈[a，6]，V恐∈[c，司使足加)三氧鲍)恒成立等价于攻曲max三额曲mjll

(4)若V加∈【a，6]，|恐∈[．1，1]使《舶)三积尥)成立等价于攻曲nBaX三颤曲max

(5)若了柏∈[a，6]，了恐∈[一l，l】使妖加)g恐)成立等价于K砖。iIIg曲m腿
(6)若j朋∈[a，纠，Vx2∈[一1，1]使腼)=反鲍)成立等价于反曲的值域包含于攻曲的值

域．

方法层面：

(1)处理恒成立和存在问题，分离参数转化为最值是良策；

(2)恒成立和存在问题在最值的转化上结果刚好是相反的；

(3)多变量问题要采用“控制变量法”，让一个变量动，其他变量暂时固定．

一题多变是一个题目变换一部分条件或者改变所求得到一个新的题目．可以是

改变数据、变换条件、去掉条件、改变所求或结论、深化结论，或者研究原题的逆

命题、否命题、逆否命题等变换为一个相似题目【22】．

一题多变教师要作好题目的变式，最好层层推进的方式排列，从不同角度、不

同方面揭示问题的本质，有时候变式后方法相同，让学生体会方法的普适性，以及

在什么时候使用统一的方法．有时候题目稍作改变则解法大为不同，让学生体会到

方法的独特性，以及什么时候使用这个方法，什么时候要使用另一个方法．用这种

方式变式教学，可促使学生根据变换的情况积极探索，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从

变中寻找解题的方法，从而找到题目的根本．

5．3题型专攻的速解策略

经过高三一轮的复习，学生具备了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各种模拟试卷也随之铺

面而来．如何在试卷上将自己的知识能力与素养表现出来，通过考核证明自己，最

大化的展示自己的水平，是每一个学子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学生在考试时间分配、

考试的策略、应试的技巧、考试的心理等并不成熟．每次测试结束，学生再去总结

分析发现，有部分题目是能够做对的、可以得分的，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得分．这

时候老师如果适时地给与点拨，甚至给以更系统的指导，学生必然如拨云见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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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功倍．所以在高三二轮复习过程中，尤其是二轮复习中后期，进行一些题型专攻

的应试策略尤为必要．

实际上，新高考为了考查学生的核心素养，数学试题中有不同题型，每种题型

发挥着各自独特的检测功能．新高考在保留了原有的单选题、填空题、解答题的基

础上，又新增了多选题、多空题、开放式填空题、结构不良试题等．每一类题型都

有自己的特点，研究它们的解法会明显增加解题速度．

5．3．1多选题的解题策略

多选题主要考查学生基本知识、基本方法的掌握，比较判断和归纳的能力．每

个小题由四个选项，其中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题意的答案．答题要求是全部选对

才能得满分5分，少选得2分，多选或错选不得分．学生在答题中感到难度棘手，

难度较大，容易丢分且很难拿分的一个题型【231．多项选择题具有考查知识容量大、

解题思路广、对考生多层次区分的特点，与单选题只需选出一个正确选项相比，

多选题每一个选项都有可能正确，所以基本每一个选项都要研究，所以耗费时间

较多，同时多选又容易一步失误、导致错选，全题无分，导致学生做多选题时小

心翼翼，如履薄冰．当然多选题也容易得分，毕竟有多个选项正确提高了作答的准

确率，但是选全对得高分却变得更加困难．解答多选题要求准确、迅速，准确是先

决条件．迅速为全卷赢取高分创造条件．所以研究多选题的解法就至关重要【241．

结合多选题不用写过程的特点，可以灵活使用直接法、特值法、排除法、关联

选项法、保底法等各种方法【251．直接法是解答多选题最常用的基本方法，较容易的

多选题可用此法迅速得到答案，故直接法使用的范围很广．特例法是用特殊值代替

题目中的一般条件，从而得出的结论，对各选项一一检验，作出判断．排除法是快

速判断出题目中较容易的选项，从而确定剩余较难选项的方法．多选题中经常有两

种情形：如果确定两项是错误的，排除此两项不选，那么剩下的两项必然是正确的；

多选题中如果确定其中三项是正确的，那么剩下的一项必然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四

个都正确，则所有人都能够得分，可能性极低．关联选项法是利用多选题中选项间

的对立或包含关系，通过确定一个选项从而否定另一个选项，充分利用多选题的特

点．保底法是快速发现一个正确答案，先得2分保底，有些多选题处在压轴的位置，

难度大，选拔功能强，但“性价比”不太高，可以选出最有把握的部分选项，而其他

选项间接法不能排除，直接法比较繁难，用时较长，大部分同学可以考虑“保守”做

法，以提高整卷的得分效益．

多选题的解题策略研究教学简案

一、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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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新高考多选题题型．

2．掌握多选题的多种解题策略：直接法、排除法、特例法、关联选项法、保底法等

3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等核心素养．

二、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多选题的多种解题策略

教学难点：多选题的多种解题策略

三、教学过程

例1．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命题：Vxe(--U]，，+五一3<0的否定是：3xe(_1’1]， ，+五一3≥O；

B．口=i7／"+五万，七∈z是西眦=12的充要条件；

C．a>1是二<1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a

D．a∈[-Z刁是命题：vx∈R，x2一拟+1>o叵成立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分析：对选项直接进行推理，得出答案．

设计意图：多选题的解法以直接法为主，引导学生掌握核心方法．直接法是从

题目条件出发，通过严谨推理、准确运算，直接得出正确结论．

例2．数列{巳)中，a。=O,a2=l，an+2=三(a肿。+％)(刀∈N)．则下列结论中正确的
是( )

A．O≤an≤1 B．{Ia肿。一巳I}是等比数列

C．as<alo<a9 D．a9<alo<as

分析：直接计算口1，口2，口3，⋯Q10，代入验证选项，即可得答案．

设计意图：通过特殊值检验选项的准确性，让学生发现特值法解决题目的价值．

例3．对于平面直角坐标系内的任意两点尸(Ⅸ，M)，Q(x2，y2)，定义它们之间的

一种“距离”为明=IⅨ-x：l+ly-y：I．己知不同三点4，Ec满足AC+凹=AB，给出

下列四个结论中所有正确的结论是

A．A，且C三点可能共线 B．A且C三点可能构成锐角三角形

C．A，且C三点可能构成直角三角形 B．4，且C三点可能构成钝角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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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特例法，取A(O，o)，B(2，o)，C(1，0)，选项A正确；取

A(O，o)，B(1，1)，c(1，0)，选项c正确；取A(O，o)，B(2，1)，C(1，0)，选项D正确；故

选ACD．

设计意图：通过用特例解决一般性问题，从而选出正确选项或去除错误选

项，事半功倍．

例4．如图5．3．1，已知圆锥卯的底面半径，：√j，侧面积为狐，内切球的
球心为q，外接球的球心为Q，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夕}’接球Q的表面积为1向

B，设内切球q的半径为‘，外接球Q的半径为眨，则互=≈

c．过点尸作平面口截圆锥卯的截面面积的最大值为√；

D．设长方体为圆锥OP的内接长方体，且该长方体的一个面与圆锥底面重合，则

该长方体体积的最大值为墨
9

P

图5．3．1圆锥

解析：本题较易确定BC错误，故用排除法可知，AD正确．

设计意图：多选题中，如果确定两项是错误的，排除此两项不选，那么剩下的

两项必然是正确的；

例5．在锐角,,ABC中，角A，B,C所对的边分别为a,b，C，且C一6=2bcosA，则下

列结论正确的有( )

A．月=勿 B．B的取值范围为(吾，习
c．丢的取值范围为(厄历)D．i1历一而1+2血月的取值范围(A尼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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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易得ABC正确，则可。排除D错误．

设计意图：多选题中如果确定其中三项是正确的，那么剩下的一项必然是错误

的．因为如果四个都正确，则所有人都能够得分，可能性极低．

例6．已知函数，(曲=1一00s万x，占(曲=扩“，则( )

A．曲线／=，(p+g(句是中心对称图形

B．曲线y=，(曲+占(D是轴对称图形

c．函数y=善措既有最大值又有最小值

。．函数／=吾措只有最大值没有最小值
分析：由题可以看出，选项AB二选一，选项CD二选一，只需分别在选项AB

中和选项CD中分别确定出一个正确选项即可．

设计意图：多选题中如果题目中一些选项具有关联性，可从容易的选项入手，

从而确定其他相关关联选项的正误．

例7．信息熵是信息论中的重要概念，假设随机变量Ⅳ的所有可能的取值为

1，z⋯，刀，且履石=D=B>∞=1，z⋯，力)，∑PJ=1，定义x的信息熵

H(x)=-Zp,io岛p,．
J=l

A．若n=l，则域∞：o

B．若n=2，则斌∞随着A的增大而增大

1

C．若辟=二(，=1，2，⋯，功，则颅∞随着刀的增大而增大
』』

D．若rt=2m，随机变量】，所有可能的取值为1，Z⋯，脚，且

只，，：力=Pj+尼。H(／=1，2，⋯，神，则域∞冬墩"

分析：本题难道很大，可以直接验证A正确，直接选A，确保2分．

设计意图：如果题目难，只能判断一个选项正确，先只选此项，先得2分，即

保底；根据特例验证，避免不必要的数学运算和逻辑推理，亦可以确定相应选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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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择题中的“压轴题”，难度大，选拔功能强，但“性价比”不太高，可以选出最有

把握的部分选项，而其他选项间接法不能排除，直接法比较繁难，用时较长，大部

分同学可以考虑“保守，’做法，以提高整卷的得分效益；对于有能力的同学可以尝试

解决，但切忌耗时太多，影响后面的答题．

反思总结：通过本节课你学到了哪些解决多选题的方法?

5．3．2新情境问题的解题策略

在传统的考试题目中，一般题目条件明确，答案唯一，题目背景相对简单，

学生比较容易理解题目，考查知识明确，相对容易入手．为更好的考查学生的核心

素养。新高考还出现与以前命题方法不同的题目，起到了不同的考核功能，比如

开放型的填空题，因没有标准答案，可以很好的考查学生的开放性思维，考查学

生对知识的快速提取能力．结构不良型的解答题，通过从若干个条件中选出一定的

条件来解答题目，不仅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与能力，还考查学生的综合判断力，

因为选择条件不同的条件将带来不同的难度．还有新情境问题，由命题者先给出一

个新的公式、概念、运算法则，或者给出一个实际的问题背景等，然后学生按照

这种新情景去解决相关问题．新情境问题所包含的信息丰富．能较好地考查学生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26】．

新高考中，新情境题目成立成为了每一次试题中的必备题目，新情境内容比

较灵活，可以是新的数学情境，比如新的概念、公式等，然后研究新概念、公式

的性质或者对概念公式的应用，可以很好的考查学生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对所

学知识的迁移能力和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也可以是现实情境，针对现实生活中的

一个问题，给出相关数据，然后解决问题．此时题目背景会相对复杂，不仅需要学

生较好的阅读能力，还需要较强的数学建模能力，以及调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

能力；还可以是科学情景，将数学和知识和其他科目知识进行融合，应用数学知

识解决其他科目中的问题，真正体现出数学的基础学科的功能，发挥数学的工具

性的作用【271．

所以，新情境问题是考查学生核心素养的优秀载体，由于题型新颖，也是“反套

路”“反刷题”很好的考试素材，当学生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题目，阅读理解能力、知

识迁移能力、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体现无遗，只能自身具备强大的综合素养，才能驾

驭此类题目[281．同时，它还能考验学生的心理素质，只有不畏新，不惧难，有接受

新知识的胸怀，才能在考场上披荆斩棘．

对教师来讲，新情境问题不仅对学生来说“新”，对教师来说也是新的．教师也

要与时俱进，研究这类问题的方法，通过身临其境的研究，感同身受学生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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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硕士学位论丈

MASTER’S THES【S

研究新情境问题的破解方法，以及需要具备的能力，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才能有

的放矢，高屋建瓴的引导学生研究．同时教师还要做好学生的心理疏导，保护学生

的自信，培养学生不畏难不怕难的学习品质

新情境问题主要分为以下三种：以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背景的现实情境，以数

学中新的概念、公式等数学知识为背景的数学情景，以物理、化学等科学科目为背

景的数学科学情境，以数学文化为背景的文化情境．解决新情景问题的主要目标是

去情景化，核心思想是将未知的情境转化为已知的熟悉的知识，即转化与划归的思

想，主要手段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

新情景题型研究

一、教学目标：

1．了解常见的现实情境、数学情境、科学情景等新情境问题；

2．掌握去情景化的方法，学会建立数学模型，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新情境问题；

3．以新情境问题为载体，培养学生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等核心素养．

二、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将题目的情景转化为熟悉的数学问题

教学难点：将题目的情景转化为熟悉的数学问题

三、教学过程

题型一：现实情境

例1．如图5—3—2，北京天坛的圜丘坛是古代祭天的场所，分为上中下三层，上

层中心有一块圆形石板，环绕圆形石板砌9块扇面形石板构成第一环，向外每环增

加9块，下一层的第一环比上一层的最后一环多9块，向外每环依次也增加9块，

己知每层环数相同，且下层比中层多729块，则三层共有扇面形石板()

A．3699块 B．3474块 C．3402块D．3339块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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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2圜丘坛

分析：设％为第n环天心石块数，第一层共有力环，则玩)是以9为首项，9

为公差的等差数列，％=9+(刀一1)×9=9n，设￡为鼠)的前，7项和，则第一、二、

三层块数分别为￡，S。一￡，S。一是。，因为下层比中层多729块，所以

S。一S。=S。一￡+729，

目,p 30(9+．27n)一—2n—(9+-18n)：—20—(9-+18n)一—／7(9_+9n)．4-729即9一n2：729，解得，) 一———_了一=————；一一———弓_。 ／么yBlJ 一=趔， 胖1哥

刀：9，所以S。：$27-—27—(9—+彳9一x27)：凇．故选：C
设计意图：注意读懂题目，理解题目阐述的数量关系，然后去掉情景，建立

等差数列模型，建立关系求解题目．如果题目理解不清，不妨多读几遍题目，在不

懂的字眼上字斟句酌；通过本例，让学生体会如何解决生活中的情境问题．

例2．基本再生数尼与世代间隔丁是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基本参数．基本再生数

是指一个感染者传染的平均人数，世代间隔是指相邻两代间传染所需平均时间．在

新冠疫情初始阶段，可用指数模型：fit)=∥描述累计感染病例数，(0随时间f的

变化规律，指数增长率r与Ro、丁近似满足Ro 1+rT．有学者基于已有数据估计出

R=笺罄，T：6．据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阶段，累计感染病例数增加1倍需要

的时间大约为(1n2≈0．69)( )

A．1．2天 B．1．8天 C．2．5天D．3．5天

分析：由民：1+汀得到F--—32-=8--1：Q38，所以，(f)：，：，38r，若疫情初始阶
。

段，累计感染病例数增加1倍所需的时间为‘天，

删，38(t+tD=2eo．38f，所以产．2，所以0138‘=In2，f6以tl=篆≈慧~1．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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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新情景题型，只需读懂题目表达的含义，将题

目中的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然后利用数学知识解决．

思考总结：对于生活情景问题，思考该如何解决?

(1)读懂题目，如果题目理解困难，反对读题理解；

(2)去情境化，将题目中的情景用数学语言(方程、不等式等)表示；

(3)建立模型，与现有数学知识产生联系，解决问题．

如果转化为数学问题困难，不妨想一想这个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什么?我能够

使用的有哪些知识工具?这些都有助于破题．

题型二：数学情境

例3．[司表示不超过实数x的最大整数，函数，∞=x—Ix]，x∈R，则下列四个

关于函数厂∞的命题中，正确命题的序号为
一．

①，∞的值域为[Q1)： ②，∞为月上的增函数；

③，∽为奇函数； ④厂∞为周期函数．

分析：题目给了[棚的定义，首先理解【明的含义．可以向举几个例子口H，[3．牙=3，
可以发现【司的意义为取X的整数部分，那么，∽=Ⅳ一ix]意义为数J减去自己的整数

部分，即为x的小数部分，由此画出厂∞的图像，易得答案．

设计意图：通过特例理解数学符号的定义，弄清概念的具体意义，从而将数学

情境问题化解．体会由简单到复杂、由特殊到一般认识公式的过程．

例4．在平面直角坐标系xOy中，对于点A(a，6)，若函数y=，(x)满足：

Vx∈【a-l,a+】】，都有y∈【6—1，6+1】，就称函数是A的“限定函数”．贝。以下函数：

1

①y=去x，②／=拼+1，⑨／=西工M，④y=h1(x+习是原点O的“限定函数”的
Z

序号是——．已知点A(a，功在函数y=z的图象上，若函数y=z是4的“限定函
数”，则a的范围是 ．

分析：本题定义了一个“限定函数”的概念，表达的意义较难理解，但只要紧扣

定义即可．第一空中原点的“限定函数”就转变为当Vx∈r-】，1]，都有y∈卜1，1l，这

就是己知函数的定义域，求函数的值域问题．第二空中：点4(a，6)在函数y=z的

图象上，所以b：2，因为y=2是点4的“限定函数”，当x∈I a一1，a+ll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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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2“]，所以[2a-I'2“1]∈[2。一1，2。+1]，即2—1≥2—1且2 a+1≤28+l，

解得a≤0，本质上也是函数的值域问题．

设计意图：本例很难理解的限定函数，通过代入数据简化概念，将数学概念

转化为常见的数学问题．

反思总结：对于数学情境问题，该如何解决?

(1)读懂数学情境中的概念、公式的含义．

(2)如果觉得情境较难理解，可以列举简单的例子，最好赋予它形象的意义．

(3)严格按照概念、公式进行推理，尽量将已知数据代入概念、公式，将新情

境转化为已有的数学知识．

题型三：跨学科情景

例5．如图5—3．3，日晷是中国古代测定时间的仪器，利用与晷面垂直的晷针投

射到晷面的影子来测定时间．把地球看成一个球(球心记为D)，地球上一点4的纬

度是指OA与地球赤道所在平面所成角，点4处的水平面是指过点月且与鳓垂直
的平面．在点月处放置一个日晷，若晷面与赤道所在平面平行，点爿处的纬度为北

纬400，则晷针与点4处的水平面所成角为( )

A．200 B．40。 C．500 D．900

图5．3．3日晷

分析：画出截面图如下图5．3．4所示，将地理科学中的经纬度以及空间中的关

系转化为数学中的线面角、二面角以及垂直平行关系．

42

万方数据



图5．3．4日晷截面图

设计意图：本题通过地理科学中经纬度等有关知识与数学的结合，让学生感受

解决科学情景的方法．

总结：对于跨学科的情景题，要知道题目中一些基本的学科概念，如地理中的

经纬度．其次要把这些跨学科的概念理解到数学本质，如经度实际是二面角，维度

实际是线面角．理解清楚这些概念后，将科学情境转化为数学知识．

总结反思：通过本节内容你学到了什么?该如何处理新情景问题?

通过开展新情景问题的研究，使学生了解了新情景问题的处理方法，开阔了学

生的思路，通过将题目中的情境转化为数学问题，将情境去除，得到学生熟悉的一

般的数学问题，消除了对新情境问题的恐惧，增强了学生应对陌生情境的能力，提

高了学生的自信，使学生乐学、乐于钻研1

5．4自主展示的互学互助策略

高--z．轮复习中已经开始真题演练，伴随着练习测试，必然要设置练习讲解课．

课时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习题讲解课授课有以下几个难点：首先单纯讲题比较

枯燥，其次数学还有连堂课，容易形成审美疲劳，最后学生水平层次不齐，对于优

生来说，老师讲的我已经会了，听吧，似乎浪费时间，不听吧，会不会错过老师讲

的关键不懂的地方；而对于学困生来讲，二轮复习过程中的练习讲解课是得分率偏

低的题目，对他们难度比较大，课堂多数听不懂，被动处于一种放弃的状态，白白

浪费了课堂宝贵的时问．

同时，高三二轮复习的过程中，综合题目较多，难度较大，参考答案只有结果，

没有具体如何思考的过程，学习过程中，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除了老

师能够提供力所能及的辅导，身边的同学也是宝贵的资源．并且作为同龄人，想法

更接近，更容易理解．所以学生不仅可以向老师学习，也可以向自己的同伴学习．

自主展示的互学互助策略是在高三数学二轮复习过程中，将课堂变为学生自主

展示的平台，通过学生展示自己的解法、想法，同学们之间交流、质疑达到相互学

习相互帮助的学习目的．尤其在高三数学二轮复习过程中，有很多的试卷讲评课，

不妨让学生自己相互讲解，而此时学生已经具备了一轮复习的知识体系，所有必须

的知识基础已经拥有【291．自主展示的互助互学策略具有可行性，同时此策略有以下

几个优点：

优点一：二轮复习提倡深度学习，能够自主钻研题目，而这正是多数学生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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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题正好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契机，深入研究题目：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还有

其他方法吗?我该如何给同学们讲才通俗易懂．

优点二：提供相互学习的平台，通过同伴的优秀展示，发现原来其他同学是这

样研究数学的，发现自身的差距，找到学习榜样，同时起到激励鞭策的作用．

优点三：形成思维碰撞，学生上讲台讲题，不同的同学提供不同的解法，不同

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质疑，让学生的思想产生碰撞，优化解法，甚至产生新的解法，

开阔学生思维，原来这些题目还可以这样研究．

优点四：提高学生展示表达能力，很多学生初上讲台，胆子小，声音小，很拘

谨．但通过一两次的磨练后，学生胆子也大了起来，展示有板有眼，讲题头头是道，

能够讲清楚题目的来龙去脉，提高了学生的舞台展示能力、沟通表达能力．

优点五：促使学生反思，很多同学题目做对了以为自己就会了，结果上了讲台

才发现讲不下去，或者被同学质疑讲题时的知识漏洞，通过将自己的思路暴露，接

受同学和老师的检验，发现自己的思维不研究，从而反思自己的解题过程．

优点六：了解学情，教师在听学生讲题的过程中，了解学生思维能进行到什么

层次，从而更加精准把握教学．同时学生讲题时也更清楚了解自己同龄人常犯什么

错误，教师做好精准点拨，学生从别人的错误处吸取经验教学．

优点七：提高学习兴趣，通过研究题目，一个数学题目原来有这么多东西，有

这么多解法，还能这样想，甚至能自己发现小结论，完全研究透这个题目，一种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真正走进数学，发现数学这么有趣!

当然以学生为主题的练习讲解策略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如下：

缺点一：最开始的时候学生讲课比较拘谨，导致课堂效果不是很好；

缺点二：学生普遍讲题比较快，不会在重点处强调，导致一些后进生不易听懂；

缺点三：就题论题，不能深入题目本质，对题目的总结不到位．

针对以上问题，最开始做好学生培训，做好个别指导，给其他学生讲题做好示

范与榜样．课堂上教师也对学生给以肯定的同时，提出提升的空间，供其他同学借

鉴．同时强调在重点处要放慢速度、重点强调，在学生讲完题后教师要及时增补总

结，完善提高．通过以上方式解决以学生为主的练习讲解策略的弊端．

由于学生之前没有或者较少在课堂上以老师的身份讲解数学题目，缺乏经验，

所以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要进行培训，下面是笔者实践过程中对学生提出的要求：

一、讲题规则

1．提前准备，把需要的步骤及图工整清晰地写在纸上，准备时关注以下几点，

可自己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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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题的难点或者关键点在哪里?易错点在哪里?哪里重点讲?哪里一笔

带过(留下让同学自己思考的空问，不要整个题目完完整整讲一遍)

(2)我是怎么想到这个解法的?

(3)本题还有其他的解法吗?

(4)若有问题或者不太有把握的地方，可以向老师或同学求助，故每个人都可

以讲题：

2．试讲，自己提前试讲一次，讲题人准备的越充分，越节约大家的时间；

3．时间把握：客观简单题控制在1分以内，客观难题控制在3分以内，解答题

控制在7分钟以内；

4．声音要大，确保最后一排能听清；

5．课代表要作好讲题分配，上课前两天公布要讲的题目，让同学们抢题，然后

上课前组织同学们用投影将讲题稿上传到电脑上，做好讲题准备．

二、听讲规则

1．关注同学们的讲解方法是否正确， 讲解过程是否有漏洞；

2．提出质疑，对不懂的或者有问题的地方可以提出自己的质疑；

3．方法优化，对于同学们的讲法可以提出自己的优化方案；

4．方法补充，我有新的比较好的方法可以做出补充；

5．同学们讲题会比较快，做好关键部分的笔记，其他地方自己课后操作完善．

下面为某一次考试结束后的试卷讲评课，当时学生的精彩表现大大出乎笔者的

预期，给笔者留下来深刻的印象，现展示其中一题的教学片断如下：

题目：己知椭圆C：乏+等：1(a>6>9的某三个顶点形成边长为2的正三角
a D

形，D为C的中心．(1)求椭圆C的方程；(2)尸在C上，过C的左焦点F且平行

于卯的直线与c交于A、B两点，能否存在常数旯， Aq·I酬=旯lq2 7若存

在，求出旯的值；若不存在，说明理由．

．2

易得(1)答案为冬+，=1
．)

学生A：先根据题意画图5—4一l，设A(xl，儿)，召(恐，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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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y
P

1入兰
( ¨．／’

图5．4—1椭圆

①当4口的斜率不存在时，计算易得14爿：I叫：鱼3，I叫：1，故净j1；

⑦当AB的斜率存在时，设AB的直线方程为y=七(x+√习，则卯的直线方程为

y=kx，14叫=

同理可得I叫=-垢3-恐+西，

旧·I叫=(孚Ⅸ+压](孚恐+压]=；Ⅸ恐+扼(Ⅸ+蔓)+3

联叫型ocn垆她一：。
由韦达定理可得㈣：一而6、／2k2，^恐=翥
代入上式并化简得：14卅·l叫=兰≥三

联立k阳得霉=嘉，故I卅=丽=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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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护瞥=j1
教师点评：设斜率要分类讨论，考虑全面，关键条件l以q·l叫=旯l叫2用距离

公式处理，当然距离公式使用时本题刚好可以开方，运算还比较简单．而这正是焦

半径的特殊性，非常好!

学生B：可以做运算的优化，将直线设为横截式，这样不用分类讨论．

设4(Ⅸ，咒)，B(恐，奶)，则AB的直线方程为X=IDy一√芝

14卅：小雨：√彳+如+抖1一萼：了49Ⅸ+拈=雩(砌+1)
同理可得I酬=半(圻獗+1)，

14刚酬=等(蛔+1)·孚(压鳓+·)=知2存M儿+疡(儿+奶)+1]
Ix=刀，y一42

联立{!+。户：1得(卉3)，一2xF-2my-1-o

由韦达定理得：月+儿=舞3，鹏=未／T／m+ 一七5

呲酬研阱嘉m{岔兰。得弗：而3，

故I吲=历=廊=√鬻
所以护訾毛

教师点评：横截式可以去掉斜率不存在的分类讨论，优化解题．

学生C：在上述用横截式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用斜率不存在的情况快速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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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点评：对于定值类计算I司题司以先用特殊情况算出答粟，再作证I!Jj．

学生D：应用弦长公式计算长度更快：14卅=√1+∥I彤I，同理I剐=√1+伪2 I儿l，

得到J4卅I酬=(1+脚2)lM儿I，后面和同学B的方法相同．

教师点评：弦长公式不仅可以计算直线与圆锥曲线相交得到的弦长，还可以计

算直线上任意两点的距离，D同学的弦长公式理解很深刻．

学生E：我在课外书上看到了焦半径公式，可以直接计算14卅I别的长度．
教师点评：E同学非常棒，不过这个知识我们教材不作要求，学有余力的同学

可以研究．

学生F：我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可以转化为向量，思路更简洁．

㈣叫=一葡·葡=一I(_+q(恐+q+肼l
=一my,一√芝+√习(峨一√芝+√习-Y。Y2=一(脚2+1)虮圪，后面和同学B的方法相同．

教师点评：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利用向量可以计算线段长度问题，也减小了

运算量．

学生G：还可以借助直线的参数方程来做

设AB方程：{x=一√2+触捌(口为参数)代入椭圆方程后整理得：

(1+2簖口)产一砸一卜1=。，则月司l叫=蚓=面1
设P关于原点的对称点Q，如图5．4—2，则PQ的参数方程为：

{x二2戤(口为参数)代入椭圆方程后整理得：(1+2簖口)尸一3=0Y tsi值z= 、 ，

则l卅2=l o叫loq=№I 2
F磊3可， 腻眢=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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彳。‘，，P

1’入基
迎u．一／’

Q

图5-4-2椭圆

教师点评：这个应用了选修书本上的知识来做，非常巧妙，大大减小了运算量．

学生H：还可以作伸缩变换，化椭圆为圆．作伸缩变换{-2：，将椭圆变为
L／2 43y

圆：√2+／2=3，如图5—4—3，设月’召’的中点为G，由伸缩变换的不变性得：

止型：!竺竺【j竺竺!：!二!竺￡：!
I卅2 ICTP

2

J∥尸12 3

，重。 ∥P

if／趴。
( ¨．／一

矗7 L，，P’

彻入苎
妒’ 。．／‘∥＼～．

图5．4．3椭圆拉伸为圆

教师总结：化椭为圆，太巧妙了，不用联立方程，直接可以算出答案．

教师：利用几何画板，改变点F的位置，发现攀仍有定值，甚至F点运
I明’

动到椭圆外部，也是定值，我们其实可以得到更一般定理：尸(而，儿)为平面上一点，

⋯⋯⋯点，1弓．oc⋯删皆=睁刮
我们还可以将上述定理推广到双曲线和抛物线中．

同时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们得到如下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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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步顽强得分，获得直线与椭圆联立分，韦达定理分，讨论斜率不存在的分

数，通过特值算出九的结论分．

2．关注运算的优化，如何在考场上又快又准的算出解析几何的题目，必须简化

运算如直线设为横截式，简化运算；特值计算出答案，引导计算．

3．注重几何条件的转化，总结合理坐标化的方法，从而快速破题．

本题并不是第一次这样考，2016年四川卷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题目，下面两个

题作为本节课的课后巩固提升，同学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来做，其中理科卷稍微难

一点．

1．(2016四川卷理20)己知椭圆晟二；+等：1(a>b>回的两个焦点与短轴的
a D

一个端点是直角三角形的3个顶点，直线J，：y=一z+3与椭圆E有且只有一个公共点

丁．

(I)求椭圆F的方程及点丁的坐标；

(II)设D是坐标原点，直线J平行于OT与椭圆E交于不同的两点月、召，且与直

线，交于点尸．证明：存在常数旯，使得I尸712=州刚1瑚，并求兄的值．

2．(2016四川卷文20)已知椭圆晟{+等：1(a>b>@的一个焦点与短轴两

个端点是等边三角形的三个顶点，点d√i匀在椭圆E上．
(I)求椭圆占的方程；

1

(Ⅱ)设不过原点D且斜率为主的直线J，与椭圆E交于不同的两点4，男，线段4B的
么

中点为M，直线洲与椭圆E交．T-C，D，证明：IMAI·I删=I删-l删
通过自主展示的互助互学策略，有了学生自主展示的平台，学生的钻研意识明

显提高了，通过自主展示，同学们乐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思路，收获了学习数学的

喜悦与成就．变得积极自信，自我表达的能力与愿望也增强了．同时，同学们通过其

他同学的展示发现，原来大家是这样研究问题的，他们研究的是这么深入，三省吾

身发现自身的差距，找到努力的方向．

在学生自主展示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相信学生，培养学生，更新自己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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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只要给学生一个平台，教师会收获到意外的惊喜，他们会让别人刮目相

看．同时，教师也解放了自我，教学更加轻松，两全其美，何乐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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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实践的实验研究

6．1实验目的

笔者根据教师和学生的访谈，结合核心素养的要求，结合数学的实际情况，探

索实践了高三二轮的复习的教学策略，通过搜集数据开展对比实验，通过本实验希

望达到的目的有3个：

目的一：检验核心素养下高三二轮复习教学实践对学生的数学成绩是否有显著

的提升效果．

目的二：检验核心素养下高三二轮复习教学实践是否显著影响学生数学的学习

兴趣．

目的三：检验核心素养下高三二轮复习教学实践是否显著影响学生对课堂的满

意度评价．

6．2实验过程

(1)实验时间：2020年2月到2020年5月

(2)实验对象：本实验以我校2020届高三(4)班和高三(5)班为实验对象，两

个班均为平行班，两个班选考科目均为物理、化学、生物，且学校分班时各科均分

都差不多，学生在进入高三上学期结束时也成绩相近．其中高三(4)班为实验班，

采用核心素养下高三二轮复习教学模式，而高三(5)班为对照班，仍然按照传统的

方法进行复习，以讲授法为主．

(3)实验材料：

①教学满意度调查问卷，见附录3：

o数学学习兴趣调查问卷，见附楼4；

o数学成绩测量：高三上学期期末本市一模统考成绩与高三下学期4月底本市二模

统考成绩；

(4)实验假设：本实验假设的是：经过近一个学期的教学实验，实验班学生对教师

课堂的满意度有明显提升，感受到数学的魅力，从而大大增强了学生学习数学的兴

趣，最终提高了学生的核心素养，表现为数学成绩的显著提高．

(5)变量控制：在实验过程中保证实验班与对照班基本情况一致，教学进度一致，

教学内容基本相同，复习练习册由学校统一购买，平时检测练习、测试都由年级统

一命题，年级流水阅卷，每个班数学时间安排也都相同，由此尽量消除其他无关变

量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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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测试项目：

①实验前测：在高三上学期结束时对学生做数学课堂满意度和数学学习兴趣的问卷

调查，并保留高三上学期期末考市一模的成绩数据．

⑦实验后测：在高三下学期二轮复习结束时对学生做数学课堂满意度和数学学习兴

趣的问卷调查，并保留高三下学期市二模的成绩数据．

(7)实验流程：

根据上述实验过程，设计出如下实验流程，如图6—2．1．

I教学实验

①高三上学期期末市一模成绩

⑦高三上学期期末数学学习兴趣问卷得分

③高三上学期期末数学课堂满意度问卷得分

①高三下学期市二模统考成绩

⑦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结束时数学学习兴趣问卷得分

③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结束时数学课堂满意度问卷得

分

I实验分析 I——I配对t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 I
I．．．．．．．．．．．．．．．．．．．．．．．．．．．．．．．．_J I．．．．．．．．．．．．．．．．．．．．．．．．．．．．．．．．．．．．．．．．．．．．．．．．．．．．．．．．．．．．．．．．．．．．．．．．．．．．．．．．．．．．．．．．．．．．．．．．．．．．．．．．．．．．．．．．．．．．．．．．．．．．．．．．．．．．．．．．．．．．．．．．一

图6—2．1实验流程图

6．3信度与效度分析

笔者试图通过试题和问卷来检验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实践探宄的效果，在分

析数据之前，必须对试题和问卷进行认证，确保试题和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试

题和问卷的评价主要包括信度和效度，以下从这两方面加以分析．

6．3．1信度分析

信度能反映量表是否可靠和稳定，针对本次实践研究中所涉及的试题和问卷，

笔者采用最常用的科隆巴赫系数分析，一份好的量表信度系数最好在0．7以上，0．6—

0．7可以接受【301．由于试题数目较多，为统计方便，将试题分为单选、多选、填空、

解答四类进行分析，问卷按每题分析，利用SPSS作信度检测如下：

(1)高三第一学期期末市一模试题信度

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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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1高三第一学期期末市一模试题信度

(2)高三第二学期市二模试题信度

表6．3．2高三第二学期市二模试题信度

(3)数学学习兴趣问卷信度

表6．3．3数学学习兴趣问卷信度

(4)课堂满意度问卷信度

表6．3．4课堂满意度问卷信度

通过上述表格6．3．1、6—3．2、6．3—3、6—3．4可以看出试题和问卷的信度都超过了

0．6，说明信度可以接受．尤其是一模试题及学习兴趣问卷及课堂满意度问卷超过

了0．7，说明信度较好．

6．3．2效度分析

效度能反映量表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把需要检测的目标真正的检测出来，针对

本次实践研究中所涉及的试题和问卷，笔者采用常用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一份

好的量表效度系数应大于0．4．由于试题数目较多，为统计方便，将试题分为单选、

多选、填空、解答四类进行分析，问卷按每题分析，利用SPSS作效度检测如下：

(1)高三第一学期期末市一模试题效度

表6—3．5高三第一学期期末市一模试题效度

单选 多选 填空 解答 总分

总分皮尔逊相关性 ．700“ ．669‘。 ．499‘’ ．725” l

显著性(双尾) ．000 ．000 ．000 ．000

个案数 47 47 47 47 47

冰．在O．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料．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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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三第二学期市二模试题效度

表6—3．6高三第二学期市二模试题效度

单选 多选 填空 解答 总分

总分皮尔逊相关性 ．435“ ．422+’ ．539” ．563‘+ 1

显著性(双尾) ．003 ．003 ．000 ．000

个案数 46 46 46 46 46

料．在0．0l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数学学习兴趣问卷效度

表6．3．7数学学习兴趣问卷效度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10

总分皮尔逊相关性
．646+’ ．674+’ ．785’’ ．528+’ ．698+’ ．715‘’ ．558+4 ．743“ ．663‘。 ．750+’

显著性(双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个案数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V1 1 V12 V13 V14 V15 V16 V17 V18 V19 V20 总分

总分皮尔逊相关性
．712” ．751’‘ ．744+’ ．675” ．620‘‘ ．620++ ．704‘‘ ．649+4 ．601+‘ ．512” 1

显著性(双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个案数 a,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47

料．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木．在0．05级别(X2尾)，相关性显著．

(4)课堂满意度问卷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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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8课堂满意度问卷效度

总

V1 V2 V3 V4 V5 V6 V7 V8 V9 VlO 分

总皮尔逊相关性 ．695+’ ．635+’ ．765+’ ．848+’ ．903++ ．748++ ．749+’ ．507“ ．593“ ．660+’ 1

分显著性(双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OOO ．OOO ．000 ．000

尾)

个案数 46 46 46 46 46 46 46 46 46 46 46

料．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木．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由上述表格6．3．5、6．3—6、6．3．7、6-3．8可知试卷和问卷的相关性系数均大于0．4，

说明效度较好，能够比较准确检验高三数学二轮复习课堂教学实践研究的有效性．

6．4实验数据分析

6．4．1前测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数据分析

(1)前测数学成绩的对比

统计高三第一学期期末市一模的实验班(4班)和对照班(5班)成绩如下，详

细数据见附录．采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对前测成绩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表6—4．1

及6—4．2：

表6．4．1前测数学成绩的对比

标准误差平

班别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均值

前测成绩4 46 85．8043 1 3．79955 2．03463

5 47 84．7447 1 4．52654 2．11891

5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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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2前测数学成绩的独立样本检验

莱文方差

等同性检

验 平均值等同性t检验

差值95％置信区

显著性 平均值 标准误间

F 显著性 t 自由度 (双尾) 差值 差差值 下限 上限

前测 假定等 ．00
．969 ．361 91 ．719 1．05967 2．93924 ．4．77878 6．8981l

成绩 方差 2

不假定

等方差
．361 90．920 ．719 1．05967 2．9376I ．4．77559 6．89493

从成绩的均值来看，平均值相差不大，实验班略高，标准差也相差很小，方差

齐性P值为0．969>0．05，说明可假定两组数据等方差．此时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

0．719>0．05，得到结论：实验班与对照班的数学成绩没有显著性差异．

(2)前测数学学习兴趣的对比

通过数学学习兴趣调查问卷得到学生对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分，具体数据见附

录，对比实验班(4班)和对照班(5班)的数据，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得到数据如

下表6—4．3及6-4．4：

表6—4．3前测数学学习兴趣的对比

标准误差平均

班别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值

兴趣前测4 46 62．4783 1 5．70667 2．31582

5 47 64．4681 1 5．05476 2．1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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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4前测数学学习兴趣的独立样本检验

莱文方差等

同性检验 平均值等同性t检验

差值95％置信区

显著 显著性 平均值差 标准误差 间

F 性 t 自由度 (双尾) 值 差值 下限 上限

兴假定等
．156 ．694 一．624 91 ．534 ．1．98982 3．18997 ．8．3263 1 4．34666

趣方差

前不假定

测等方差
一．623 90．628 ．535 ．1．98982 3．19144 ．8．32958 4．34993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数学学习兴趣的前测均值相差不大，方差齐性P值为

0．694>0．05，说明可假定两组数据等方差．此时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534远大于

0．05，得到结论：实验班与对照班在实验开始时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没有显著性差异．

(3)前测课堂满意度的对比

通过课堂满意度调查问卷得到学生对课堂满意度的得分，具体数据见附录，对

比实验班(4班)和对照班(5班)的数据，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得到数据如下表6—

4．5及表6．4—6：

表6—4—5前测课堂满意度的对比

班别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满意度前测4 46 79．9565 13．72582 2．02376

5 47 79．5106 l 6．75900 2．4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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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6前测课堂满意度的独立样本检验

莱文方差等

同性检验 平均值等同性t检验

差值95％置信区

显著 显著性 平均值 标准误差 间

F 性 t 自由度 (双尾) 差值 差值 下限 上限

满意度 假定等

前测 方差
1．796 ．184 ．140 91 ．889 ．44588 3．18036 ．5．87151 6．76327

不假定

等方差
．140 88．275 ．889 ．44588 3．17355 ．5．86061 6．75238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数学学习兴趣的前测均值基本相同，方差齐性P值为

0．184>0．05，说明可假定两组数据等方差．此时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889远大于

0．05，得到结论：实验班与对照班在实验开始时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没有显著性差异．

6．4．2后测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数据分析

(1)后测数学成绩的对比

实验结束时，高三下学期市二模统考数据实验班(4班)和对照班(5班)成绩

如下，详细数据见附录．采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对后测成绩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

下表6．4—7及6．4．8：

表6．4．7后测数学成绩的对比

班别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后测成绩4 46 88．6522 11．03171 1．62654

5 47 83．3404 13．95688 2．03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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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8后测数学成绩的独立样本检验

莱文方差等

同性检验 平均值等同性t检验

显著性 差值95％置信区

显著 (双 平均值 标准误 间

F 性 t 自由度 尾) 差值 差差值 下限 上限

后测 假定等 2．20
．14l 2．033 91 ．045 5．31175 2．61235 ．12264 l 0．50086

成绩 方差 0

不假定

等方差
2．038 87．164 ．045 5．31175 2．60580 ．13258 1 0．49092

从成绩的均值来看，平均值相差约4．7分，实验班明显较高，标准差也略有差

距，方差齐性P值为0．141>0．05，说明可假定两组数据等方差．此时t检验的显著性

概率为O．045<0．05，得到结论：实验班与对照班的数学成绩有显著性差异．实验班

学生的成绩优于对照班学生的数学成绩．

(2)后测数学学习兴趣的对比

在市二模考试结束后，使用同样的问卷对学生作数学学习兴趣的问卷调查，具

体数据见附录，对比实验班(4班)和对照班(5班)的数据，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

得到数据如下表6．4．9及表6—4．10：

表6．4—9后测数学学习兴趣的对比

l班别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兴趣后测4 46 72．5870 12．50702 1．84406

5 47 66．4681 12．5297 1 1．8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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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10后测数学学习兴趣的独立样本检验

莱文方差等

同性检验 平均值等同性t检验

显著性 差值95％置信区

显著 (双 平均值 标准误 间

F 性 t 自由度 尾) 差值 差差值 下限 上限

兴趣 假定等
．084 ．772 2．357 91 ．021 6．11887 2．59636 ．96151 l 1．27623

后测 方差

不假定
2．357 90．964 ．02l 6．11887 2．59631 ．96159 1 1．27616

等方差

从数学学习兴趣得分的均值来看，平均值相差约6．1分，实验班明显较高，方

差齐性P值为0．772>0．05，说明可假定两组数据等方差．此时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

0．021<0．05，得到结论：实验班与对照班的数学学习兴趣有显著性差异．实验班学生

的数学学习兴趣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班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3)后测课堂满意度的对比

在市二模考试结束后，使用同样的问卷对学生作数学课堂满意度的问卷调查，

具体数据见附录，对比实验班(4班)和对照班(5班)的数据，通过独立样本t检

验得到如下表6-4．1 1及6．4—12：

表6．4．1 1后测课堂满意度的对比

l班别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满意度后测4 46 87，0652 7．47857 1．10265

5 47 81．6383 13．88841 2．0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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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12后测课堂满意度的独立样本检验

莱文方差等

同性检验 平均值等同性t检验

显著性 差值95％置信区

显著 (双 平均值 标准误 间

F 性 t 自由度 尾) 差值 差差值 下限 上限

满意假定等

度 方差
2．928 ．090 2．339 91 ．022 5．42692 2．32032 ．81789 1 0．03595

后测不假定

等方差
2．353 70．929 ．02l 5．42692 2．30648 ．82785 1 0．02599

从数学课堂满意度得分的均值来看，平均值相差约5．4分，实验班明显较高，

方差齐性P值为0．090>0．05，说明可假定两组数据等方差．此时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

为O．022<0．05，得到结论：实验班与对照班的对数学课堂满意度有显著性差异．实

验班学生对数学课堂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班学生对数学课堂的满意度．说明教学实

践对提升学生对数学课堂的满意度方面由显著效果．

6．4．3前测和后测实验班数据对比分析

(1)前测和后测实验班数学学习兴趣的对比

由于对实验班(4班)进行数学学习兴趣调查采用的是同一份调查问卷，所以

对实验班数学学习兴趣得分的前测和后测数做一个对比分析，得到如下表6．4一13及

表6．4．14：

表6—4—13前测和后测实验班数据对比

平均值 个案数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配对1兴趣前测4 62．4783 46 l 5．70667 2．31582

兴趣后测4 72．5870 46 l 2．50702 1．84406

表6．4．14前测和后测实验班数据的配对样本检验

l l 配对差值 自由 显著性l
I

l I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差值95％置信区间 t 度 (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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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 下限 上限 尾)

配对兴趣前N4
．10．10870 12．73181 1．87720 ．13．88958 ．6．3278 1 —5．385 45 ．000

1 一后测4

从数学学习兴趣得分的均值来看，平均值相差约10．1分，后测数据明显增加，

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0．05，得到结论：实验班的前测和后测数学学习兴趣得

分有显著性差异．实验班学生的后测数学学习兴趣得分明显高于相应前测得分，得

到结论：实验班对数学学习兴趣有显著提升．

(2)前后测实验班课堂满意度的对比

由于对实验班(4班)进行课堂满意度调查采用的是同一份调查问卷，所以对

实验班的数学课堂满意对得分的前测和后测数做一个对比分析，得到如下表格6—4一

15及表6．4．16：

表6．4—15前后测实验班课堂满意度的对比

平均值 个案数 标准差 标准误差平均值

配对1满意度前测4 79．9565 46 13．72582 2．02376

满意度后测4 87．0652 46 7．47857 1．10265

表6—4—16前后测实验班课堂满意度的配对样本检验

配对差值

标准误 差值95％置 显著性

标准 差平均 信区间 自由 (双

平均值 差 值 下限 上限 t 度 尾)

配满意度前
12-36

对 测4一满意 ．7．10870 1．82315 10．780 3．436 45 ．000
523 3．899

1 度后N4 72 67

从数学课堂满意度得分的均值来看，平均值相差约7．1分，后测数据明显增加，

t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0．05，得到结论：实验班的前测和后测课堂满意度得分

有显著性差异．实验班学生的后测课堂满意度得分明显高于相应前测得分，得到结

论：实验班对数学与课堂满意度有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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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实验结果

通过上述对比数据可以看出，在高三二轮复习实践开始时，实验班和对照班的

数学学习成绩、数学学习兴趣以及对数学课堂的满意度都没有显著差异，但通过二

轮不同的教学策略，在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结束时，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数学学习成绩、

数学学习兴趣以及对数学课堂的满意度却产生了显著性差异，同时实验班对数学学

习兴趣和数学课堂满意度出现了明显的增加．但是在高三复习统一备考且尽量保证

外部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实验班数学学习成绩、对数学的学习兴趣和课堂满意度都

出现了明显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笔者进行的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实践能够提

升学生的能力、增加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对数学课堂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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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与展望

7．1研究总结

相较于高三一轮复习比较固定的的模式，高三二轮复习的策略就灵活多变、可

操作空间大，效果差异明显．同时为克服传统复习方法的缺点，本文基于数学核心

素养的发展，通过调查高三数学复习课堂的现状，经过实践探究提出相应的课堂教

学策略，再通过数据对比分析佐证相应策略的有效性，主要结论如下：

通过访谈和问卷的形式调查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现状，发现二轮复习教学中存在

教师教学内容不聚焦、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枯燥、教学以教师为中心、课堂未有效提

升学生的素养、甚至将二轮复习变成一轮复习的重复等问题，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存在钻研意识薄弱、学习不够深入、甚至跟课堂不跟老师等问题．需要立足于数学

核心素养寻找高效的教学策略，来改善高三二轮复习效率不高的现状．

应用案例辅助法和经验总结法，开展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教学实践探究．通过专

题的深度学习策略，以题型和思想的微专题深度教学，引导学生深入研宄某一类问

题，突破重点难点，凝练各个知识方法中蕴含的数学思想，实现“知识一一方法一

一思想一一素养”的一系列的转变．通过一题深研的拓展发散策略，以一题多解的形

式拓展学生思维的角度，破除思维定势，培养思维的灵活性；以一题多变的形式培

养学生的探索迁移能力，提高思维的发散性．通过题型专攻的速解策略，以题型的解

题策略引导学生灵活使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为全卷赢取高分创造条件；以新情境

问题的解题策略引导学生如何快速熟悉一个陌生的情境或概念，从而建立模型解决

问题；通过自主展示的互学互助策略，搭建学生自主展示的平台，提供表达交流相

互学习的机会，从而产生思维的碰撞，促使学生积极思考，提高数学学习的兴趣．

应用实验研究法，对上述教学实践探究编制合适的调查问卷和试题，利用数学

学习兴趣问卷调查表、数学课堂满意度调查表、高三上学期期末成绩与下学期二测

成绩表获取具体的数据，通过信度和效度分析确保问卷和试题的有效性，再利用数

据分析发现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差异是显著的，从而确定核心素养下高三数学二轮复

习课堂教学策略使得学生对数学课堂的满意度有了较大提升，对数学学习兴趣得到

了增强，从而数学成绩获得提高．学生从二轮复习的课堂上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学到

了如何研究、如何学习的方法，在研究的过程中享受到了学习数学的乐趣，发现了

数学的奥妙，大大提升了学习数学的兴趣，从而更乐意去钻研数学，数学的素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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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中获得提升，自然而然的表现为数学成绩的提高．

与传统的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相比，本文传承了微专题、一题多变、一题多

解的策略，在此基础上，结合核心素养的要求，课堂教学中更注重思想方法的渗透，

注重核心素养的培养，教学更加深入．在传承的同时，本文增加了高考改革中的新题

型的解题策略研究，如多选题和新情景问题的解题策略，得到了这些新题型的解决

方法．本文还尝试了自主展示的互学互助策略，提升了学生展示自我和学习数学的积

极性，取得了不错的效果1

7．2研究不足与反思

高三数学的复习策略可供研究的文献资料很多，但是聚焦于高三二轮复习并和

核心素养结合起来的文献资料较少，而且目前各个教师在如何落实数学学科核心素

养的研究还有一定的差异，笔者对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中核心素养的渗透和培养

的策略理解可能不够深刻，实践比较片面．

在教学实践中，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太多，笔者为比较教学效果的差异，尽量

保持了外界因素的相同，尽力消除其他无关变量的干扰，希望以此来证明实验结果

的差异是由教学策略的单变量变化引起，但事实上无法做到，所以实验结果的证明

只是一定程度的佐证．

在进行教学实践时，笔者只选取了笔者所在的学校部分班级作为实验样本，但

样本容量较小，若需要证明实践的更强有效性，还需要做更大范围的实践研究．

在制作调查问卷时，笔者参照各种文献，尽量保证问卷的科学性，但没有权威

的问卷标准，所以实验的数据只有一定的参考性．

7．3展望

笔者虽然通过核心素养下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策略的实践探究得到了一些

结论，但二轮复习教学策略实践探究还可以进一步完善，有关学科核心素养与高三

二轮复习结合的研究空间还比较大，笔者仍会在后续的教学中，加强理论研究，创

新教学方法，继续探究实践，以提高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效率，真正提升学生的数

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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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高三数学教师教学现状的访谈提纲

亲爱的老师：

你好!非常感谢你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静}亡完成一份关于核心素养下高三

数学二轮复习教学策略的实践研究课题，真诚的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和看法，谢谢1

1．请你谈谈你所任教班级的学生情况?

2．你所在班级二轮的时间与进度安排如何?

3．请你简单谈谈你的数学课的上课情况?

4．你认为高三数学二轮复习与一轮复习的差异在哪里?

5．新的课程改革以及高考改革对教学由影响吗?要做怎样的改变昵?

6．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内容如何选择?教学难度该如何把握?

7．请你谈谈学生在此阶段复习情况如何?

8．你对目前的复习模式是否满意，应该如何提高复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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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高三学生数学二轮复习现状调查问卷

同学你好，为更好的做好高三二轮复习，我们设计了此问卷调查，各题答案无

正误之分，希望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问卷所涉及的问题如实回答．你的诚实

回答将提高本次研究的可信度，本次问卷不记名，谢谢合作1

1．你能感受到一轮复习与二轮复习的差别吗?

A基本无差别 B有，但不大 C有明显区别

2．你觉得高三二轮复习课堂教学难度大吗?

A难度很大，经常听不懂 B难度有点大，大多数都可以听懂

C难度适中，基本都能听懂D难度太小，希望增加难度

3．你觉得数学课堂吸引你吗?

A枯燥无味 B很吸引我，绝大多数情况都很专注

C视自己的精神状态而定 D各占一半

4．在数学课堂教学中，老师的时间分配IIN?

A．基本都是老师讲B讲练结合 c讲练结合，并积极提问

D讲、练、提问有效结合，学生有较多展示的机会

5．你希望课堂上给学生展示的机会吗?

A希望，这样可以调动学生思维

B不希望，课堂展示影响学习效率

C看情况而定

6．针对不同教学内容，课堂教学模式有变化吗?

A没有，所有的课堂都一样

B略有不同，但大同小异

C教学模式有较大变化

7．在高三数学二轮复习课堂中，老师采取的教学形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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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完全讲授 B基本都是讲授法，偶有提问

C边讲边提问 D交流互动，形式多样

8．试题讲评课时，你是如何听讲的?

A整节课都会认真听 B只听自己不会的

C一般都不听，靠自己研究清楚D难度太大，听不懂

9．复习过程中，你需要老师作学习方法指导吗?

A不需要 B需要 C 无所谓

10．数学学习过程中，你会自己开展一题多变吗?

A会做题就行了，完全没必要 B想，但不知道如何开展

C偶尔 D经常

11．对于一题多解，你会

A选择一种解法研究清楚 B多种解法都研究清楚 C看情况而定

12．数学学习过程中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多选)

A概念经常记不清B想不到解题的方法 C经常被成绩打击D课堂听不懂

E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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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数学学习兴趣问卷调查表

同学们好，请你仔细阅读下列题目，根据题中所叙述的内容与你的相符程度给

分，完全符合5分，基本符合4分，不确定3分，不太符合2分，完全不符1分．每

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答案之间无对错之分．本问卷回收只供教学研究参考，真诚

的谢谢你的合作．

1．数学在我所有学科中按照喜欢程度排在第一．

2．我的学习主动性较强，能自觉完成学习任务．

3．我学数学时注意力高度集中．

4．我学数学时觉得时间过的很快．

5．当我遇到难题时，我喜欢钻研，并享受解题成功带来的快乐．

6．我上课能集中注意力听讲，并带着疑难问题积极思索．

7．在课堂教学中，我喜欢教师先让我自己思考，再引导，探索解答．

8．数学课堂上我从不走神、犯困．

9．我喜欢数学课堂中开展一题多解、一题多变、一题多思的教学方式．

10．课后作业我总是优先完成数学

11．我常会对老师讲解过的例题进行方法上的总结．

12．我常会迁移，整合不同的方法，并采用多种思路解题．

13-f故完一道题后，我会继续推敲该题，可否推广变形或得到一般性的结论．

14．课外，我会自己购买辅导书增加自己做题的容量及难度

15．上完一个章节，我会列出知识框架，以便条理清晰的掌握本章内容．

16．考卷评讲过后，我会再把做错的题目整理到专门的错题本上．

17．我会经常根据自己的复习效果去相应的调整复习计划．

18．我对于做错的习题，能够反思解题过程，寻找错误原因．

19．我觉得数学中的东西很神奇，学数学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20．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我会选择继续学习数学

我的得分是

题号 l 2 3 4 5 6 7 8 9 lO

得分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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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数学课堂满意度调查表

同学们好，请你仔细阅读下列题目，根据题中所叙述的内容与你的相符程度给

分，完全符合9．10分，基本符合7．8分，不确定5-6分，不太符合3．4分，完全不

符1-2分．每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答案之间无对错之分．本问卷回收只供教学研究

参考，真诚的谢谢你的合作．

1．．我觉得数学课堂很吸引我，上课时我从不走神、犯困

2．我认为老师上课前备课充分

3．我认为老师上课的深浅程度很适合我

4．我认为老师课堂容量、上课节奏很适合我

5．老师通常将复杂的知识讲的很清晰

6．我认为数学课堂讲练结合时间分配很合理

7．我认为老师在课堂上以专题的形式授课很适合我

8．我很喜欢老师在课堂上开展一题多解、一题多变

9．我喜欢老师在课堂上适当给同学展示的机会

10．我对老师的教学很满意

我的得分是

l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得分

万方数据



附录5：高三上学期期末成绩与下学期二模测试成绩

实验4班 成绩前测 成绩后测 实验4班 成绩前测 成绩后测

1 89 94 24 98 91

2 89 92 25 90 75

3 89 81 26 96 106

4 50 80 27 94 91

5 76 97 28 63 64

6 102 101 29 74 66

7 75 77 30 95 89

8 8l 96 31 86 94

9 70 100 32 109 94

10 97 8l 33 70 1 12

1l 88 84 34 74 86

12 72 89 35 91 91

13 84 63 36 108 89

14 82 86 37 75 78

15 93 87 38 88 110

16 102 98 39 74 83

17 101 79 40 10l 85

18 88 91 41 81 70

19 104 100 42 68 95

20 85 99 43 76 84

2l 76 89 44 63 96

22 100 95 45 95 8l

23 113 102 46 72 87

74

万方数据



对照5班 成绩前测 成绩后测 对照5班 成绩前测 成绩后测

1 71 97 25 1 17 91

2 95 75 26 86 82

3 95 82 27 93 103

4 84 52 28 85 92

5 66 67 29 86 72

6 66 56 30 85 84

7 82 87 31 99 88

8 58 81 32 97 103

9 61 83 33 101 82

10 94 86 34 60 68

1 1 89 58 35 108 100

12 93 102 36 65 58

13 84 8l 37 101 78

14 64 61 38 83 85

15 61 59 39 87 99

16 100 79 40 91 97

17 75 104 41 9l 96

18 99 80 42 9l 85

19 83 87 43 89 88

20 98 97 44 77 66

21 86 90 45 79 81

22 72 86 46 90 103

23 95 96 47 51 76

24 10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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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学生数学学习兴趣得分表

实验4班 兴趣前测 兴趣后测 实验4班 兴趣前测 兴趣后测

1 73 85 24 54 68

2 43 75 25 73 68

3 39 73 26 66 64

4 90 100 27 60 63

5 54 62 28 75 81

6 68 83 29 63 64

7 57 77 30 41 75

8 36 40 31 8l 82

9 54 51 32 64 66

10 68 54 33 55 63

11 93 94 34 69 80

12 52 57 35 79 80

13 6l 74 36 67 82

14 74 80 37 49 66

15 43 63 38 82 82

16 67 71 39 68 69

17 80 86 40 68 69

18 56 58 41 3l 86

19 54 62 42 47 73

20 7l 72 43 85 86

2l 98 99 44 7l 80

22 60 81 45 49 54

23 50 80 46 36 61

76

万方数据



对照5班 兴趣前测 兴趣后测 对照5班 兴趣前测 兴趣后测

1 34 84 25 63 7l

2 60 75 26 56 67

3 52 54 27 84 79

4 47 46 28 57 56

5 56 63 29 60 65

6 76 59 30 75 68

7 62 80 3l 42 59

8 54 59 32 69 61

9 54 58 33 83 61

10 89 86 34 63 56

11 67 62 35 53 50

12 82 74 36 83 80

13 8l 86 37 56 56

14 89 70 38 37 55

15 80 7l 39 70 67

16 72 77 40 53 64

17 7l 77 4l 70 68

18 67 78 42 63 64

19 48 56 43 70 63

20 33 50 44 89 94

21 34 24 45 72 83

22 87 74 46 63 63

23 67 65 47 66 78

24 71 68

万方数据



附录7：学生课堂满意度得分表

实验4班 满意度前测 满意度后测 实验4班 满意度前测 满意度后测

1 76 88 24 80 83

2 50 80 25 92 84

3 62 82 26 82 82

4 90 95 27 86 87

5 75 80 28 94 94

6 9l 95 29 89 89

7 56 98 30 60 86

8 82 86 3l 94 94

9 85 82 32 90 93

10 88 73 33 62 76

ll 94 94 34 86 88

12 68 70 35 50 90

13 80 80 36 92 92

14 98 98 37 66 76

15 73 73 38 92 96

16 83 88 39 87 84

17 86 89 40 76 82

18 80 8l 41 94 98

19 87 87 42 60 83

20 8l 8l 43 92 92

21 100 100 44 78 88

22 90 100 45 90 92

23 54 92 46 57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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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5班 满意度前测 满意度后测 对照5班 满意度前测 满意度后测

1 70 97 25 89 85

2 86 75 26 68 84

3 100 77 27 93 88

4 80 79 28 97 94

5 53 80 29 79 86

6 100 7l 30 98 80

7 45 47 31 62 77

8 90 81 32 95 90

9 76 96 33 58 80

10 94 89 34 78 74

11 97 84 35 62 78

12 92 89 36 88 74

13 54 97 37 87 79

14 100 100 38 90 8l

15 96 87 39 82 92

16 58 9l 40 64 73

17 72 89 41 88 79

18 66 80 42 97 85

19 87 77 43 74 95

20 76 88 44 84 9l

21 34 3l 45 84 97

22 97 92 46 89 84

23 43 34 47 79 8l

24 86 79

万方数据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刘敏思老师，刘敏思老师给了我精心耐心的帮助，在我

写论文的过程中给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从论文的开题、写作、初审、定稿，每一步

都离不开刘敏思老师的积极引导．刘老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态度、负责的态度都

让我敬佩不己，在此表达我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其次，我也要感谢数学与统计学学院的老师，在他们专业教学的教导下，我学

到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求学态度．从教学理论到教学实践，解决了我长期以

来教学中的困惑，是我获益匪浅．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工作单位的全体同事以及同学，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和论文

写作过程中给以我大力的帮助，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在求学的路上一直支持我、鼓

励我!

万方数据


	封面
	声明
	摘要
	英文摘要
	目录
	1．绪论
	1．1研究背景
	1．1．1课程改革的要求
	1．1．2核心素养下新高考复习备考的要求
	1．1．3高三二轮复习中教师教学现状需求
	1．1．4高三二轮复习学生学习现状需求

	1．2研究意义

	2．文献综述
	2．1核心素养的综述
	2．2高三二轮复习的综述

	3．理论基础及研究设计
	3．1理论基础
	3．1．1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3．1．2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3．1．3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3．1．4学习金字塔理论

	3．2研究设I计
	3．2．1研究内容
	3．2．2研究方法
	3．2．3研究过程
	3．2．4研究流程


	4．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现状与目标
	4．1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的现状
	4．1．1学生问卷调查结果
	4．1．2教师访谈结果

	4．2高三数学二轮复习目标

	5．高三数学二轮教学策略的实践
	5．1微专题的深度学习策略
	5．1．1立足于题型的微专题
	5．1．2立足于思想的微专题

	5．2一题深研的拓展发散策略
	5．2．1一题多解的拓展策略
	5．2．2一题多变的发散策略

	5．3题型专攻的速解策略
	5．3．1多选题的解题策略
	5．3．2新情境问题的解题策略

	5．4自主展示的互学互助策略

	6．高三数学二轮复习教学实践的实验研究
	6．1实验目的
	6．2实验过程
	6．3信度与效度分析
	6．3．1信度分析
	6．3．2效度分析

	6．4实验数据分析
	6．4．1前测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数据分析
	6．4．2后测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数据分析
	6．4．3前测和后测实验班数据对比分析

	6．5实验结果

	7．结论与展望
	7．1研究总结
	7．2研究不足与反思
	7．3展望

	参考文献
	附录
	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