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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知统计学中统计量的探究脉络，从而得到统

计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同时给出简化式子的化简过

程，培养统计中的计算能力．

问题4 r>0说明了什么?r<0呢?

引导学生从相关系数公式入手观察，r的正负

性与(X1Y1+x2y2+⋯+xny，。)一nxy的正负性相同，

而6：尘卫1±兰丛毛二二∑生生堡上二些的正负向D=——的止贝
y(戈，一互)2
售

‘

性也与(X1Yl+x2Y2+⋯+x．y。)一凡戈Y的正负性相

同，因此r>0说明数据正相关，反之亦然．

设计意图：再探r的意义，让学生了解r与相关

性密不可分，同时复习上一节线性回归方程的内

容，让学生感受知识之间的联系．

4．实际应用，获得经验

例：计算下表中随机变量之间的样本相关系数

r(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的第9位)，并谈谈通过计算

发现了什么
● 2 2
Z 戈L y。 戈E y。 xiYi

1 165 52 27225 2704 8580

2 157 44 24649 1936 6908

3 155 45 24025 2025 6975

4 175 55 30625 3025 9625

5 168 54 28224 2916 9072

6 157 47 24649 2209 7379

7 178 62 31684 3844 11036

8 160 50 25600 2500 8000

9 163 53 26569 2809 8639

合计 1478 462 243250 23968 76214

设计意图：通过实例巩固线性相关系数计算公

式的使用以及线性相关性的知识概念，在实际应用

中深化学生对公式以及概念的理解．

5．课堂小结。总结经验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是否明白了什么是线性

相关系数?为什么要计算线性相关系数?标准化

的过程是怎样的?如何用线性相关系数来判断成

对数据的相关性强弱?

四、实践反思

在课堂设计与教学中，以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

为主线，自然的进行教学，更有利于学生的思考，在

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体会数学思想，培养解决问题

的能力．本节课从细微处着手，从特殊的例子以及

直观感受出发，以问题为主线进行串联，同时结合

统计学中的研究方法，将概念呈现给学生．

一方面，教师通过问题为主线，可以将统计量

的整个探究过程讲述的更加清晰，概念的讲解的更

透彻，教学过程更方便，同时整个课堂自然朴实而

又高效，体验并揭示知识的发生、发展和形成过程，

帮助学生自主建构前后贯通的知识体系，促进学生

思维能力的发展，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

另一方面，学生通过问题为主线进行学习，概

念生成更自然，思考方向更具体，学习方向更明确，

在问题链中感受相关系数这一概念的生成，发展，

进化以及应用，增强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提升数

学思维水平，获得统计学的一般性研究方法，为后

续的其他概率模型的学习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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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背景下的高考数学二轮复习之浅见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高新区第一中学 (215000) 徐德明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21501 1) 侯佳佳

在新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国家教材

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审核通过)、新课程(《普通高中

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新高考

的“三新”背景下，高考数学二轮复习备考要在高考

一轮数学基础知识梳理与复习的基础上，为了高考

的验收与评价，结合备考观念的合理转化，结合传

统高考数学备考复习的一些优点并加以合理改进，

突破数学核心考，提升数学关键能力，丰富数学文

化底蕴及数学解题思想和方法，目标是学会“解高

考题”，实现“低耗高效”，提升复习质量与效益．

1．知识层面：由一轮侧重点的“全面覆盖”转向

二轮侧重点的“精简内容”

高考对数学知识层面的要求是基于高中数学

教学与学习，由“基础知识”转向“必备知识”，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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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于考查高校课程必备的数学知识，这就为二轮

复习的侧重点指明方向．因而在二轮复习中，根据

高考命题规律，在前面高考一轮复习的基础上，合

理对数学知识进行一些很必要的处理，关注“精简

内容、高效复习、精准备考”的基本策略与复习目

标，不必做到“全面覆盖、面面俱到、滴水不漏”，优

化高考数学复习效益．

以《数列》模块知识为例，高考数学二轮复习

中，数列的概念、基本公式与基本性质等在复习中

就可以加以“弱化”，而强调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凸

显了数列的应用性，以及借助研究函数的方法研究

数列，能用数学归纳法证明数列中的一些简单命

题，理解并掌握两个特殊数列的通项公式与求和公

式以及相关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

时渗透数学文化场景与应用等方面，是“精简内容”

的重点之一．

2．能力层面：由一轮侧重点的“简单重复”转向

二轮侧重点的“温故知新”

二轮高考复习的功能不能再进行“简单重复”，

而必须在重点内容、重点方法与技能等方面有所侧

重，并在基础知识的层面上进行深度理解与应用，

体现“温故知新”．高效复习的关键在于“以新带

旧”，从教材体系中进一步加以深化，合理创新应

用，利用新问题深化旧知识的理解，利用新方法巩

固旧方法的应用等．

“以新带旧”是高考复习能力层面方面的一个

重点，抓住拓展知识、深化理解、提升能力这三个基

本层次对“新”加以全方位深入，其中拓展知识是深

化理解的知识铺垫，深化理解是提升能力的基本前

提，提升能力是备考复习的全面升华，层层递进，逐

步提升．

以《复数》模块知识为例，高考数学二轮复习

中，在合理关注由于复数自身的知识结构特点以及

数学文化背景，此部分的试题经常与数学文化加以

巧妙融合，以创新情境来合理设置，成为高考命题

中的一个基本特色与风景线．同时注意复数知识中

所渗透的数学思维，如函数与方程思想、数形结合

思想、类比思想等，都是解决复数问题中比较常用

的数学思维，全面拓展并应用数学思维，可以使得

数学知识的学习更加牢固，数学问题的解决更加简

捷．以数学文化与数学思维为“新”来带动复数的概

念、四则运算等的“旧”，达到“温故知新”的目的．

3．教材层面：由一轮侧重点的“拘泥教材”转向

二轮侧重点的“整合教材”

新课程标准是高中数学教学与高考复习的基

本依据，而课程标准与高中数学教材在实际高考命

题中，对命题专家没有多大的约束．因为在命题专

家看来，现行高中数学教材存在不少缺陷．高考数

学试题更加注重对数学知识之间甚至数学与其他

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的考查，反映了命题专家对数

学学科知识体系的重构．

我们都知道，“怎么学”比“学什么”更重要，“怎

么学”是终生学习的基础，也是人一生中最为重要

的一个基本技能．因而在高考数学复习中，要以课

程标准为指引，整合教材内容，构建数学学科体系，

全面拓展知识、思想与方法等，提升应考能力．

以《三角函数》模块知识为例，高考数学二轮复

习中，可以通过对应高中教材的课后习题来达到合

理整合教材、知识与能力等的目的．(人民教育出版

社2019年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审核通过的

《数学》(必修第一册)第五章《三角函数的概念与性

质》中复习参考题5第256页第26题)

英国数学家泰勒发现了如下公式：

． 1 1 1 E 1 7

sln戈=戈一iT戈+亍T戈 一彳Tx +⋯，

co麟_1一者戈2+者戈4一寿戈6+．一，其中n!=
1 X 2 X 3 X4×⋯X n．

这些公式被编入计算工具，计算工具计算足够

多的项就可以确保显示值的精确性．比如，用前三

项计算COS0．3，就得到cos0．3—1一六×0．32+者×

0．34=0．9553375．试用你的计算工具计算cos0．3，

并与上述结果比较．

借助以上的泰勒展开式所对应的公式，结合估

算法的应用，可以用来解决一些涉及高考大小比较

等的相关应用问题，如：(2022年高考数学全国甲卷

理科·12)已知n=碧，6=c。s÷，c=4sin了1，
则( )．

A．C>b>a B．b>a>c

C．a>b>c D．a>c>b

合理回归高中数学教材，整合数学教材，合理

侧重，科学选取，切实重视高中数学教材的应用价

值，充分挖掘教材的内涵，为进一步落实教考衔接

与新课标改革的推理提供坚实的基础．

4．个体层面：由一轮侧重点的“统一标准”转向

二轮侧重点的“分层要求”

对学生个体而言，由于各自层次的不同，学业

基础与能力水平的差异，这就要求二轮复习时更有

针对性，必须从一轮复习中“一刀切”的“统一标准”

加以合理改进，因人而异，分层策略，根据不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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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分层要求”，量力而

行，增强复习的实效性．一般地，以县级市区的四星

级普通高中的高考理科生为例，尖子生——双一流

大学——掌握90％以上，优等生——超过特招

线——学透80％左右，学困生——突破本科线——

学好70％左右．当然这个“分层要求”还要结合实际

情况、学生个体情况等不同层面来加以合理调整，

并加以不断修正，以达到最佳的正面引导与督促

作用．

在高考数学二轮复习中，教师要根据学校的整

体情况、班级的层次情况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在

实际复习中加以合理的“分层要求”，不再拘泥于高

考数学一轮复习时的“统一标准”，更有目的性，更

有针对性．

5．目标层面：由一轮侧重点的“关注于教”转向

二轮侧重点的“关注于学”

教学与学习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教

师引导的自学过程．教师作为一个合格的引导者，

要合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特别是二轮复

习过程中，必须结合学生个体情况进行自主复习，

有效强化应用训练与练习，实现“导学用合一”的高

质量复习效果．

“导”——教师为主体的全面引领指导．根据高

考课程标准，确定不同层次学生掌握必备知识和形

成关键能力的培养目标，精心设计问题，编制导学

提纲或复习清单．教师的主导性，在于使学生明确

“学什么”、“怎么学”，以及结合个体情况来确定“学

到什么程度”等．

“学”——学生为主体的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

自主学习的本质特征是主动学习，全面调动学生主

动按照教师引导的导学提纲或复习清单等，高质量

地进行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深化理解．可以根据学

习要求，结合问题的提出加以探讨交流，也可以进

行小组合作等，倡导多方式、多层面的复习，全面提

高复习与学习效率．

“用”——学生个体为层面的应用练习．学以致

用，反馈到数学学科中就是会加以应用性解题．做

题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例如在讲解以下问题时，以实例的讲解为前

提，合理引导，并在讲解后设置对应的变式练习，以

供学生练习与训练．

问题 (2023届山东省潍坊市高考模拟考试数

学试卷)单位圆0：x2+Y2=1上有两定点A(1，0)，
—}—} 1 一—}一—+

B(0，1)及两动点C，D，且OC·OD=÷，则CA·CB
二

+DA·DB的最大值是( )．

A．2+J毛B．2+2f3 C．0毛一2 D．2vt-f一2

教师通过“教”来引导，结合分析与讲评后，合

理设置三个层次的变式练习，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

习与练习应用，更加注意于“学”．

变式1 (同级类比拓展)单位圆0：戈2+Y2=1

上有两定点A(1，0)，B(0，1)及两动点C。D，且OC

．面：昙，则商．商+蔚．赢的最小值
二

是——．
变式2 (升级类比拓展)单位圆0：戈2+Y2=1

上有两定点A(1，0)，B(0，1)及两动点C，D，且OC

·o西=。，其中常数。∈[一1，1]，贝0 CA·CB+D蚪·

DB的取值范围是——．
变式3 (创新类比拓展)单位圆0：戈2+Y2=1

上有两动点C(戈。，Y，)，D(戈：，Y：)，且满足Ⅳ，戈：+

YlY2=o，其中常数o∈[一1，1]．贝4戈1+戈2+Yl+Y2

的取值范围是 ．

注：上述答案：问题(A)；变式1(2一怕)；变式2

([2—2／n+1，2+2√o+1]；变式3

[一2／o+1，2 4-g+1])．

在“三新”(新教材、新课程、新高考)背景下，进

一步落实“双减”政策与新改革理念，积极贯彻《总

体方案》要求，在高考数学二轮复习过程中，要全面

彻底地转化传统的备考观念，倡导新的备考理念，

进一步夯实数学基础，落实数学“四基”，寻求数学

基础与本质，形成数学能力与创新应用，形成数学

思想(方法)与数学能力的提升，重视数学核心素养

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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