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9月（下旬）<

投稿邮箱:sxjk@vip.163.com
数学教学通讯

关于数学高考二轮复习的几点反思
卢丽山

山西省运城康杰中学 044000
[摘 要]高考是一场知识与能力的攻坚战，也是一场心理战. 对一位特级教师的二轮复习公开课“多元函数

的最值问题”进行积极反思，认为：二轮复习应以讲练结合课为主；复习的重点是高考命题中的高频
考点，难点是压轴题中体现的考点，以及学生练习中出现的思维盲点；复习检测应提倡周练，一周一
次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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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二轮复习究竟复习什么? 如何
提高复习效益? 这是高三数学教师在高
考前两个月内不可回避的问题. 进入二
轮复习阶段,大部分学生的认识能力与
认知水平已经进入了瓶颈阶段,教师要
想让他们再上一个台阶,谈何容易. 前不
久,笔者有幸聆听了本地一位特级教师
的公开课“多元函数的最值问题”. 课后
在交流教学体会时,他认为:二轮复习
不回避基础知识;二轮复习坚持将知识
点连成线;二轮复习坚持以通法为主,兼
顾巧法;二轮复习应以中档题为主,兼顾
能力题;二轮复习不宜题目越做越难,应
回归课本;二轮复习也是考试心理的调
整阶段,教师应帮助考生树立信心. 高考
是一场知识与能力的攻坚战,也是一场
心理战 . 听了这位教师的二轮复习经
验,笔者受益匪浅,并对以往的二轮复
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行文如下,供同
仁们参考.

↓ 反思一：二轮复习应采用
哪种课型最有效？

高考二轮复习一般以微专题和综

合训练为主,微专题出自高考热点与难
点. 如三角形中的最值问题,几何背景下
的数量积问题、隐形圆问题、不等式恒
成立问题,多元函数的最值问题,离心
率的求法,解析几何最值与定值问题,等
等. 对于微专题,许多学校沿袭一轮复习
的做法,仍以导学案的形式呈现,而综
合训练则以最新的模拟题为主.

那么,二轮复习课一般是如何进行
的呢? 据笔者统计,主要有以下几种方
式:有的教师仍以自己讲、学生听为主,
认为要在二轮复习中提高学生的能力,
教师的引领作用不可忽视,教师只有拔
高起点,才能促使学生有所收获;有的
教师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由学生自
主复习,把学习任务交给学生后,教师
把自己定位为学生学习的监护者和练

习答案的公布人,学生复习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一般由学生自行解决,允许学生
互相探讨,也允许学生自行上网查阅;
有的教师把上课权直接交给学生,让学
生展示答案, 教师则适当加以点评,由
于学生的答案五花八门,于是“一题多
解”层出不穷,这样便逐渐变成了“一题
多解课”.

笔者以为,以上三种做法其实都不
太妥. 第一种做法夸大了教师的主导性
作用,会使学生产生依赖心理,这种教
法看似课堂容量很大,但学生缺乏思考
的主动性,因而根本起不到提升能力的
作用,复习效率极其低下. 第二种做法完
全丧失了教师的主导作用,把一切问题
交予学生解决,看似符合“以生为本”的
新课标课程理念,却忽视了二轮复习阶
段教师指导的特殊性. 二轮复习学生的
自主练习固然重要,但教师的指导更加
重要.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教师是研究
高考的专业人士,在关键时刻,专业性
的辅导可以让学生少走弯路,事半功倍.
第三种做法,表面上看,课堂气氛十分
活跃,学生通过互相交流可以学会多种
解法,但课堂上学生展示过多,同时带
来了几方面的影响:第一,课堂节奏不
紧凑,很多时候一些学生的答案早已做
出,但要“等”其他学生展示完成,而其
他学生的解法也许并没有任何新意和

启发;第二,过多展示“一题多解”,使学
生的思维变得凌乱.

最有效的才是最好的. 笔者以为,
二轮复习必须瞄准高考,针对不同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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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上课形式应不拘一格. 对于高考中基
础性极强的内容,教师在复习时不宜拔
高难度,以学生的保温练习为主,对于
学生的薄弱环节,教师不可把它定位于
二轮复习,因为这些内容在一轮复习中,
并没有过关,教师还是要放下身段,与
学生一起下水解题. 只讲解题思路,不
展示解题过程,学生的解题能力依然是
不会提高的. 以解析几何为例,解决问题
只需要扎实的运算功底,解决方法具有
典型性和普遍性,体现了数学的统一美.
在进入高三二轮复习后,学生对基本公
式和题型已经熟练于心,困扰他们的是
运算,运算求解能力不够,无法从容解
题,因此关键着力点应是教会学生如何
运算,如何优化运算过程. 教师在复习过
程中没有计算过程的展示,这极大地影
响了学生解题能力的提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考二轮复
习课型应以讲练结合为主,讲的目的是
帮助学生克服难点,练的目的是为了进
一步提升学生的解题能力.

↓ 反思二：二轮复习应如何
确定复习的重点与难点？

二轮复习不同于一轮复习,一轮复
习的时间较长,对每一个知识点的复习
一般都具有系统性,往往注重复习的广
度. 如当复习到导数时,往往把导数分成
若干个考点加以各个击破:考点一,导数
的概念与计算;考点二,导数的几何意
义;考点三,导数与函数的单调性;考点
四,导数与函数的极值与最值;考点五,
导数的综合应用 . 而二轮复习的时间
短,又临近高考,学生的学习压力陡增.
因此,教师复习时不宜面面俱到,必须
抓住重点与难点. 何为重点? 重点就是
高考命题中的高频考点,难点就是高考
中压轴题体现的考点,以及学生练习中
出现的思维盲点. 具体来说,教师应做到
以下几点:

（1）把握方向,有的放矢. 认真研究
学情,强调教学的针对性,克服教学的
盲目性.

（2）立足基础,强调通法. 让学生从
知识发生、发展和深化过程中,领悟知
识,激活思维,达到“做一题得一法,会
一类通一片”的境界.

（3）突出重点,重视计算. 加强数学
中档题的研究与训练,特别是新课标卷
中的10题到12题,16题、17题以及19题
等问题,加强对计算过程的示范,注重
数学思想和解法优化的指导.

（4）精准分析,阶段突击. 以数据统
计为依据,研究学生的阶段性问题,然
后有针对性地进行突击训练. 哪里有问
题就训练哪里,训练的难度要略高于高
考要求,通过训练,学生不仅要“会”做,
还要做“熟”、做“快”.

（5）心理辅导,训练胆量. 及时关注
学生心理状态的变化,通过表扬、鼓励
等手段开发其非智力因素,高三后阶段
可以适当地给学生提供一些偏题和怪

题,锻炼他们的解题胆量.
以本次所听之课“多元函数的最值

问题”为例,多元函数的最值问题一向
是二轮复习的重点与难点,复习时教师
应该像这位特级教师学习,既要重视方
法的分类研究,又要重视题型的分类研
究,要引导学生抓住二元最值问题常见
的解题方向———消元,基本不等式,以及
几何图像法;相应的解题思路有:消元,
整体换元,三角换元,线性（非线性）规
划. 通过第一题多法的形式引导学生深
度形成思维反应链,所有的思路都让学
生过一遍,再对比,反思,优化,总结,用
一个题目激起对所有方法的回顾,然后
再让学生自主选择适合自己最近发展

区的问题,用刚形成的思维反应链来解
题,达到巩固的目的,这样效果会更好.
这样做,也就落实了高三二轮复习课堂
“精”“实”“透”的原则.

↓ 反思三：二轮复习应如何
处理复习与检测的关系？

二轮复习阶段模拟训练可谓“家常
便饭”,有些学校甚至搞起了“一周二练”
的工程,他们认为,加大“模练”密度,是
提高学生成绩的最好办法. 效果真是这
样吗? 其实不然,频繁的“模练”不仅打
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加重了学生的学
业负担,而且严重剥夺了教师对学生进
行查漏补缺的时间. 试想 “一周二练”
后,教学时间主要用于了试卷分析,师生
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与精力做考试以

外的事了;再者,每一次考试的分数往
往被学校领导与家长看得很重,于是师

生压力不断加大,如此恶性循环,对数学
二轮复习无一利而有百害. 二轮复习同
样要营造轻松的复习应考环境. 因此,我
们应该正确处理好复习与检测的关系.

根据笔者多年从事高三复习的实

践经验来看,在高考二轮复习阶段,应提
倡周练,即没有“模练”,一次足矣. 二轮
课堂教学还是应该以复习重点与难点

为主,以“模练”为辅 . 但对于每次“模
练”,师生必须做到正确对待,学生认真
练,教师认真批阅,教师从批阅中发现
学生的盲点与难点,教师再把这些盲点
与难点作为下一阶段的复习重点.

例如,在一次“模练”中,有这样一
道题:已知函数f（x）=x（2 x -1）,则不等
式f（x2+2x）+f（3x+4）≤0的解集为     .

对于此题,全班50位学生中仅有10
位学生答对. 其实本题并不难,主要考
查学生灵活应用函数的单调性与奇偶

性求解不等式问题. 不难看出,这个函数
既是奇函数,又是增函数,故只需解x2+
2x+3x+4≤0,解得答案[-4,-1]. 学生不
会做,说明学生对较复杂的函数问题依
然缺乏函数性质的灵活应用意识,为
此,笔者在次日复习中通过以下几个问
题加以突破:

（1）已知函数f（x）是定义在R上的偶
函数,且当x≥0时,f（x）=log3（x+1）,则满
足不等式f（2x-1）＜1的实数x取值范围是

_______. 答案：- 1
2
，
3
2

（2）已知函数f（x）=sinx-x+ 1-2x

2x+1
,则

关于x的不等式f（x2-1）+f（x-1）＞0的解集
为_______.（答案：（-2，1））

（3）已知函数f x+ 1
2

= 2x
4+x2sinx+4
x4+2

,

则 f 1
2017

+f 2
2017

+f 3
2017

+…+

f 2016
2017

=_______.（答案：4032）
总之,二轮复习是一个系统工程,教

师不仅要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又要通过
练习与讲解提升学生的应试能力. 同时,
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因为高考博弈
的不仅仅是知识与能力,考试心理也非
常重要,给考生适当减负,让他们轻装
上阵,也是数学二轮复习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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