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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数学第二轮复习的几点思考

渠东剑(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教师发展中心南京市高中数学渠东剑名师工作室)

摘 要：高考数学第二轮复习具有重要意义，就第二轮复习教学过程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给出思考与建

议：教学难度的定位基于学情；知识体系的拓展突出探索；模式模型的形成重在建构；思想方法的渗透植根

运用；解题教学的实施力主通法；专题复习的设计问题导向。

关键词：高考数学；第二轮复习；难度；模型；问题

文章编号：1002—2171(2024)1_0020一05

当前，就高考数学复习教学安排，各地的惯用做

法是，用一年(或稍多)的时间复习，并将其划分为第

一轮复习、第二轮复习、第三轮复习与考前模拟训练

等环节，其中第一轮复习时间约占一个学期。由于第

二轮复习、第三轮复习与考前模拟训练总体时长为一

学期左右，在时间划分、形式安排、具体操作等方面，

各地大致相同，且第二轮复习、第三轮复习与考前模

拟训练关系紧密，故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去研

究。本文将其统称为第二轮复习。

第二轮复习是高考备考的关键时期，也是“收官

之战”，对巩固第一轮复习成果、综合提升应试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第二轮复习更加突出知识的综合性、发

展性、系统性；努力提高“高质量地认识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所必须具备的能力”[u；更加突出问题导

向，促进解题向解决问题转化；更加突出重点，聚焦热

点，直指高考。

当然，高考备考是一个系统工程，第二轮复习要

做的很多，比如，重视新颖情境问题、组织科学训练、

积累考试经验、调整身心状态、规范答卷书写、关注非

智力因素，等等。这里，笔者就第二轮复习教学过程中

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给出自己的思考与教学建议。

1 教学难度的定位基于学情

近几年高考数学卷的难度起伏较大，尤其是近

3年(2021年、2022年、2023年)高考数学全国卷难度

的较大反差∞]，使高考数学复习教学的难度定位成为

热门话题。“瞄准”所预判的高考难度去确定第二轮

复习的难度，是惯用做法。但这是不全面、不科学的，

需要统筹以下多种因素，科学设定(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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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基于高考数学难度趋势预判。通过对近几

年(特别是上一年)高考数学卷的研究，聚焦难度变化

趋势、知识点考查分布、核心思想方法运用、学科素养

体现等，确定第二轮复习教学的难度、内容与实施路径。

其二，依据课程标准要求。《普通高中数学课程

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课标

(2020年修订)》]是教材编写、教学实施、教学评价、

学业质量评价乃至高考命题的重要依据。高考复习

教学是一种形式的教学，当然要遵循课程标准。就第

二轮复习而言，《课标(2020年修订)》不仅明示了教

学内容(复习什么内容)，还有学业质量标准(复习到

什么程度，即难度把握)，更有素养水平指标(关键能

力达到什么层次)，内容是明确的，要求是清晰的，实

践是可操作的。

其三，突出学情判断。让学生都在原有基础上获

得较大发展，是教学面向全体的基本内涵，也是有效

教学的应有之义。让学生“跳一跳，够得到”，永远是

教学的好样态。只有突出教学针对性，方能提高其有

效性；只有基于学情教学，才能突出其针对性卫】。“最

近发展区”“先行组织者”“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一定意义下，本质上都是指向基于学情。

其四，坚持教学面向全体。教学面向全体，本身

就应包括面向优秀的学生，让他们在已有基础上得到

更加充分的发展。例如，视学情允许，补充一些知识、

方法、模型，让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可能比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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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大量重复训练要有效得多。

例l (2020年高考数学新高考卷I第22题)已

知椭圆c：≤+等一1(n>6>o)的离心率为华，且过

点A(2，1)。

(I)求(?的方程；

(Ⅱ)点M，N在C上，且AM上AN，AD上MN，

D为垂足。证明：存在定点Q，使得I DQI为定值。
一2 ．．2

第(I)问，易求得椭圆c的方程为每+寺一1。

第(Ⅱ)问，这里仅讨论直线MN过定点的问题，并将

其推广至更为一般的情形。所用的方法一般被称为

“齐次化方程法”，它本质上就是坐标系平移，似乎超

出教学要求、高考范围，但实践中不必提及坐标系平

移，只强调会用“齐次化方程法”解题就可。

由方程等+寺一1，可得[(z一2)+2]2+2[(y—

1)+1]2—6，

即(丁一2)2+2(y一1)2+4(丁一2)+4(y一1)一0。 ①

令直线MN的方程为m(T一2)+咒(y一1)一1。②

由①②得(丁一2)2+2(y—1)2+[4(z一2)+4(y一

1)儿Ⅲ(T一2)+卵(y一1)]一o。

整理可得(2+4门)(量乏)。+(4m+4咒)量毫+
(1+4m)一O。 ③

设直线AM，AN的斜率分别为志，，是：，由③得

是。+是。一一笔拿等，是。是：一萼啬，由题设AM上AN，
知长啬一一1，这就得到关于m，咒的线性关系式，从
而直线MN过定点。显然，此解题过程是比较简单的。

由此说开去，若给出如下代数式的合适的值，都

有可能得到关于m，”的线性关系式，进而确定直线

MN过定点：是，+忌：，志j+是i，是l一是。，志{+忌i，÷+÷，
尼1 尼2

者+去，六+击，⋯⋯这显然已把问题推广到了两条
直线的斜率的和、差、积、商、⋯⋯为定值时的情形：经

过椭圆(双曲线)上一定点，引两条直线，分别与该椭

圆(双曲线)交于另外两点，当这两条直线的斜率之

和、差、积、商等为定值时，研究经过这两个交点的直线

过定点的问题，都可以用这里的“齐次化方程法”解决。

2知识体系的拓展突出探索

第二轮复习，是在第一轮复习的基础上对知识的

再探索，对方法的再认知，对系统的再建构。过程中

依然要创设恰当的问题情境，突出学生的主动探索，

而且这种探索的深度与广度要高于第一轮复习。

例2单元视角下的“解三角形”知识网络建构。

在普通高中数学必修课程“几何与代数”主题中，

“平面向量及其应用”是重要内容，将“解三角形”置于

“平面向量及其应用”单元之下，其重要意义在于突出

平面向量的应用，特别是平面向量在探索几何问题中

的应用，教材中正弦定理、余弦定理的探索就是一个

典型例证。

第二轮复习教学，不是第一轮复习的重复，更不

是“压缩版”新授课的再现，也不能“开列清单”直接呈

现知识网络图。而是要突出探索与建构，特别要重视

在新授课与第一轮复习的基础上，让学生认知达到一

个新的高度：

首先，在更加开放的背景下，
———+———’———+

如图2，从AB+BC+CA一0出发，

利用向量研究几何性质“三步

曲”[⋯，以“向量数量化”为方向，探

索怎样由向量关系得到数量关系； 图2

体验不同“向量数量化”的思路得到不同的结果：余

弦定理、正弦定理、射影定理及一般关系[fcos臼一

ncos(B一臼)+6cos(A+曰)，正弦定理、射影定理都是

它的特例]，如图3。

情
提出问题 研究三角形

边角关系

“三步曲” 探索向量式
刀“赢+功：

嗣斟掣斟l两边平方l l两·卢o l商)·』=o I而)·^=o

医圆匡圃匝圆E壅圈
图3

进而，在此基础上，着力建构更加一般的、内涵丰

富的、逻辑联系紧密的知识网络，并且其建构过程要

突出学生的主动探究。例如，可以设计问题(题目)，

让学生以解题的形式，建立以正弦定理、余弦定理为

核心的解三角形知识网络，如图4。

庇斗赢+芒泰o

②正弦定理

③余弦定理

④极化恒等式l l⑧中线长公式

⑨平行四边形公式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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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型套路的形成重在建构

首先，在高考数学答卷时间如此紧张的背景下，

一般学生不可能每一道题都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其

次，现行高考卷有一定数量的容易题，可以直接套用

模型解决，以情境来说，属于“熟悉的”“关联的”；再

次，高考数学知识考点就那么几十个，基本数学思想

方法、解题策略就那么几种，基于思想方法视角看，高

考题目呈现出较强的相似性；最后，高考数学命题是

“换汤不换药”。因此，给学生一些模式模型、二级结

论，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例3 (2021年数学新高考卷I第22题)已知函

数厂(．r)一z(1一ln z)。

(I)讨论／’(z)的单调性；

(Ⅱ)设a，6为两个不相等的正数，且6ln以一
1 1

Ⅱ1n 6一n一6，证明：2<二+÷<e。
U t)

第(Ⅱ)问，当将条件6In以一以ln 6一n一6转化为

厂(丢)一厂(丢)后，问题就转化
为一个函数题模型“极值点偏

移”问题。如图5所示。
到5

函数“极值点偏移”模型对学生而言并不陌生，近

几年高考复习，针对函数与导数，“极值点偏移”“同

构”“隐零点”“找点”“切线放缩”⋯⋯大都给了模型、

做了很多练习，但这道题当年学生答卷并不理想，一

些学生(指有实力做压轴题的)根本就没有发现这道

题可以转化为自己所熟悉的“极值点偏移”问题。

这说明，尽管要给学生模式模型、二级结论，但给

什么，怎样给，给到什么程度，还是大有讲究的：需要

把握尺度，不是越多越好，不宜追求大而全，否则适得

其反，徒增学生负担；要突出基础性、典型性、应用性

和发展性；给的关键在于学生是否能够学到；在给的

同时，要教学生模型识别的意识和能力一联想，猜
想，化归，转化，⋯⋯不然，纵使学生记住了很多模式

模型，到了考场，却仍是“空有一身好武艺”。

例4“爪子形”三角形模型的建构。

近年高考数学题，“爪子形”三角形是一个考查热

点。仅2023年高考数学全国甲卷、全国乙卷、新高考

卷I、新高考卷Ⅱ，就有6道试题涉及“爪子形”三角

形背景(分别是全国甲卷第12，16题，全国乙卷第18

题，新高考卷I第16，17题，新高考卷Ⅱ第17题)，题

型涉及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内容涉及解三角形、

解析几何、平面向量，3道小题均在压轴题位置，可见

建构“爪子形”三角形模型是必要的，建构的过程是值

得研究的。

第一，要源于基础。根深方蒂固，枝繁而叶茂，以

教材经典题目说开去，体现模型的来龙去脉，突出模

型不断生长与发展。

例如，苏教版《数学》(必修

第二册)第11章“解三角形”有

如下例题：如图6，AM是△AB(：

的边BC上的中线，求证：AM— B

丢以蕊弭砸衙。
M

图6

C

单纯看这道题，其实就是三角形的中线长公式，

当然也可以和平行四边形公式联系起来，本文例2已

做分析。这里，从教材解题过程看，是分别在△ABM，

△ACM中，应用余弦定理去解决问题。可以由此说

开去：聚焦“爪子形”三角形中的三个三角形，展开更

多层次、更大变化、更新视角的探究，建立一个模型

系统。

第二，要强化联系。让点M在边BC上运动，并

用参数A(BM—A MC)刻画点M的位置，则可以研究

AM是么A的平分线，点M在BC的中点、在三等分

点，甚至任何位置，这样就可以针对研究A的变化的

一般情形，使得这一模型内涵更加丰富、结构更加紧

密、应用更加广泛。

第三，要突出本质。围绕变量A的取值，可以得

到诸多变式，解题思路、知识(公式)应用也相应变化。

例如，在三个三角形中利用面积法(特别适用于角平

分线情形)，在两个“小”三角形中考虑一组角互补，在

“一大一小”两个三角形中考虑相同角，⋯⋯聚焦三个

三角形，抓住三角形的基本要素．构建方程是其不变

的本质。

第四，要重视应用。经过近一年的备考，三年的

高中学习，学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模式模型、二级结

论，相对来说，二轮复习不宜再刻意追求量的增加，而

是要提高模式识别、化归转化、模型应用等能力。

4思想方法的渗透植根运用

思想方法是数学知识的精髓，理应是二轮复习的

重中之重。但思想方法蕴含于知识发生发展的过程

之中，没有离开知识的方法，也没有离开方法的知识；

高考数学对于高中阶段知识的考查从来不是直接考

概念定义⋯。因此，思想方法的渗透应该植根于运

用，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

深化对思想方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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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解析几何解题教学中核心思想方法的渗透。

解析几何，研究的是几何对象，思路是将几何对

象转化为代数对象，利用代数方法研究代数对象，进

而解决几何问题。解析法又叫坐标法，用坐标表示几

何对象是问题解决进入解析几何领域的重要标志，是

解析几何的核心思想方法。解析几何解题教学无疑要

突出这个核心思想方法，并且让学生有更多经历、更深

体会，甚至可以有意让学生经历“曲折”、遭遇“挫折”。

直线与圆锥曲线问题中有这样一类题型：解题要

将关键的几何关系用坐标表示，或借助于坐标寻求代

数表示；具体实施常常通过两个点的横(纵)坐标之

和、之积，利用根与系数的关系，转化为用其他参数

(往往与直线的斜率，截距等有关)表达。解这类题目

应该首先着眼于几何对象坐标化，这是解题的思维起

点，也是解题的关键步骤。至于书写解题过程——设

直线的方程、联立方程组、消元化为一元二次方程、表

示出根与系数的关系、代人转化、运算推理、⋯⋯则完

全是例行程序。

仍以例1第(Ⅱ)问为例说明如何将几何条件

“AM上A．N”代数化。可以让学生探索多种思路，深

切感受：所有思路都指向“几何对象代数化”，这是解

析几何的核心思想方法；不同的“几何对象代数化”方

向，虽然殊途同归，例如，这里都可以得到关于坐标的

关系式(T。一2)(z。一2)+(y。一1)(y。一2)一o，但实

施路径却大相径庭，由此带来解题过程繁、简、难、易

的较大差异。这里仅列举一些思路，如图7。

女，女二一1(“蝴M爿Ⅳ的斜率之移{为一1)
廊·藤o(『柚麓的数量积为o)
z。·f=圮。(复数乘法的几何意义)

／4^∥+爿Ⅳ：=MⅣ二(勾股定理)

爿E=士MⅣ(1‘t角_三角形巾线的性质)

图7

5解题教学的实施力主通法

一定意义上说，有效教学是基于统计意义之下

的，全体(绝大多数)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充分发

展，是有效教学的应有之义。解题是高考数学的外在

表现，解题教学是第二轮复习教学的重要形式，力主

教通性通法是基本原则。

第一。确定通性通法要基于学情。具体到解题，

通性通法具有相对性，可能会因学情不同而不同。因

此确定并选择通性通法，需要充分地重视对学情的研

究，了解学生的已有认知基础，明确解题教学的目标，

把握学生认知最近发展区．思考教哪些方法更适合大

多数学生，回报率更高。

第二，把握一题多解与多题一解的关系。不刻意

追求一题多解，不能以“发散思维”为理由，置学情于

不顾，堆积多种方法。而是要突出多题一解，即通过

题组教学，归纳题型，比较优化，提炼规律，深入理解

解决一类问题的思路。

第三，突出解题思路自然生成。数学解题，既要

讲理，又要讲情；既要有深度，又要有温度。突出思路

的自然产生，重视学生的心理认可，不强加于人，不从

天而降，让思路从学生的头脑中自然产生。

例6(2021年八省份新高考适应性演练考试第
叩2 ．．2

21题)双曲线c：气一告一1(“>o，6>o)的左顶点
“ U

为A，右焦点为F，动点B在C上。当BFj-人F时，

AFl—I BFl。

(工)求C的离心率；

(Ⅱ)若B在第一象限，证明：么BFA一2么BAF。

第(Ⅱ)问，比较文献[5]给出的9种证法，通性通

法应该首选对角(几何对象)取正切，转化为直线的斜

率，进而用坐标(代数对象)表示，⋯⋯这是解决关于

角(特别是直线与z轴所成的角)的问题的一般方法，

固然还可以取正弦、余弦，或者其他思路，但首先应教

给学生的就是取正切。这样的例子在近几年高考中

屡见不鲜。

对于例6，这里给出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方

法[5]：易知lBFI一2z。一n。在T轴上取点D(D位于

点F右侧)，使I FDl—BF一2_，一“，则D(2“+以，o)。

可得AD的中点M的横坐标为丝尘垒安型，即
厶

M(知，O)。因为B(z。，弘)，所以BM上AD，可得IBAI—

IBDl，从而么BAF一么FDB。又么FDB一么FBD，

所以么BFA一2么BAF。

该证法充分体现了解析几何与平面几何的深度

融合，解题步骤十分简洁，运算过程达到极简，不失为

一种好方法。但如果换另外一个角度考量，结论也许

就不那么肯定了：这只是解这道题的好方法，不是解

决一类问题的方法，更不是解析几何的一般方法；从

当年学生答卷来看，采用这种思路的学生非常少。如

果在解题教学时，置学情于不顾．甚至否定大多数学

生的“好念头”，另起炉灶，推介这种“奇思妙想”，可能

有“秀技巧”之嫌，这就本末倒置了。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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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专题复习的设计问题导向

当下，一定程度地存在着第二轮复习与第一轮复

习界限模糊不清的问题。例如，第二轮复习中的微专

题教学设计(导学案)：小题热身、考情分析、真题归纳、

解题思路梳理、典型例题讲解、课堂与课后练习、⋯⋯

典型例题之前是为例题讲解做铺垫的，教学实践中这

些铺垫耗时很多，真正到了要重点讲的例题时，却没

有多少时间了，学生高度集中注意力也难以持续。更

重要的是，在高考愈加临近的背景下，这里再搭桥铺

路，与高考考场上的真实场景并不吻合。试问，学生

在考场上的解题谁给搭桥铺路了?

例7微专题“隐形圆”的教学设计。

这里给出一个教学设计片段。标题是“隐形圆”，

正文是小题热身、题型梳理、考情分析、思想方法等，

然后是典型例题，例题以几个题组形式给出，题组又

分为原题及变式，摘录其中题组一如下：

题组一：利用圆的定义(到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

的点的轨迹)确定隐形圆。

1．如果圆(z一2“)2+(y—n一3)2—4上总存在

两个点到原点的距离为1，则实数a的取值范围

是 。

变式1：定圆外的切线成定角确定隐形圆。

2．已知④0：z2+y2—1，oM：(z一口)2+(y一以+

4)2—1。若oM上存在点P，过点P作00的两条切

线，切点为A，B，使得么APB一60。，则实数n的取值

范围是 。

变式2：定圆上的弦的中点到圆心距离是定值确

定隐形圆。

3．已知oC：z2+y2+4z—o的圆心和圆上两

点A，B构成等边三角形，则AB中点M的轨迹方程

是( )。

A．(z+2)2+(y+1)2—1

B．(z+1)2+(y+1)2—3

C．(z+1)2+y2—2

D．(z+2)2+y2—3

从标题就知道这节课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隐形

圆”的，那么，这份导学案上的题目，大都应该与圆有

关，解题应该朝着探索“隐形圆”而去，这事实上暗示

了解题思维的方向。再看题组小标题，给出更加具体

的确定圆的条件，又等于给出了明确的思维指向：要

探索圆，朝着哪个方向探索。这些无疑降低了审题的

难度，弱化了思维强度。这种设计，表面上解题过程

会少走弯路，似乎有道理，但是，学生到了考场上，谁

给这样的暗示呢?高考数学试卷20多道题，又有哪

一道标明了它是什么类型的题呢?

笔者认为，可以将课题名称、小题热身、题型梳

理、考情分析、思想方法、题型标签等统统删除，呈现

给学生的就是于干巴巴的几道题(组)。教学就是要

突出问题导向，开门见山，面对要解决的问题(题目)，

以解题为目标展开思维活动：首先，教“想得明白”——

执果索因、化归转化、追根溯源、逆流而上，探寻解决

问题的源头；其次教“写得恰当”——由因导果、顺流而

下、谋篇布局、条理清晰、表达规范，书写解题的过程。

至于本课课题、题型特征、思想方法、解题规律

等，可以作为一条暗线，有机渗透在教学过程中，并在

适当时机让其自然浮出水面。例如，在一个题组解决

之后，启发学生总结，揭示该题组的题目特征、解题思

路、方法规律；在本课小结阶段，再让学生基于题组小

结，概括本课主题、题型特征、思想方法，等等，如图

8。最后点题，画龙点睛，使标题出现在解决问题之后，

在学生的总结反思之中，在学生的心里，岂不美哉?

题组I总结

型叫矧塑垂l再总结概括 l竺鉴堡竺

面面副
图8

高考正在由能力立意向素养导向转变，由解题向

解决问题转变。但是，就当下的高考数学而言，其解

决问题的外显形式依然是解题邸]。故第二轮复习必

须突出问题(题目)导向，任何贴标签、给暗示、打铺

垫、做准备、⋯⋯的行为，都可能是多余的，甚至是不

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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