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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枉费推移力　惬意中流自在行
——例谈高三一轮复习的教学策略

上海市北虹高级中学　 商轶玮

随着高考改革新方案的不断推进，人们逐渐适应了新高
考带来的变化。由于数学文理不分科、英语的“两考”以及
春季高考意义的重新解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数学的高三一
轮复习要求我们重新规划思考。

那么一轮复习如何有效的开展呢？下面笔者依据考纲，
结合多年一线教学经验，以复习起始阶段的内容举例，与同
行进行探讨。当学生们步入高三，就好像是猎人步入森林， 
我们不只要给他足够的干粮，还要给他一支猎枪。这里的“干
粮”，就是基础知识；这里的“猎枪”就是基本方法和技能训练。
这就是所谓的“双基”，只有做好“双基”，才有可能形成
基本数学思想方法，感受基本活动体验。

一、“干粮”篇——基础知识的梳理与夯实。
1．知识的梳理要成网络，成体系。
教学案列 1　集合→数列→排列→组合
例1 在复习集合中元素的特性时，对于集合中元素的“互

异性”的理解，就可以适时地与“数列”“排列”以及“组合”
三个概念进行比较。可以引导学生从元素的有无顺序，元素
个数的有限无限以及构成元素的类型等不同角度加以分析。
通过对比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不仅使学生对所复习的集
合中元素所具有的特性理解更加深刻，同时也使知识更加成
体系，并且大大提高了复习的效率。

教学案列 2　 集合→区间→不等式

例 2　已知 [ 2,5]A = − ， { 1 2 1}B x m a x m= + ≤ ≤ − 且满

足 B A⊆ , 求实数 m 的取值范围。

变式 1：把已知条件中的集合 B换成 [ 1,2 1]B m m= + − ，

结果是否改变？

变式 2：把已知条件中的集合 B换成

{ ( 1)( 2 1) 0}B x x m x m= − − − + ≤ 结果是否改变？

　解析：这组习题的呈现，旨在引起同学的思考——看

起来“相同”的条件，怎么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 通过这三道
题的解答，使同学们明确集合，区间，不等式的几种不同表
示方法的区别，以及在集合运算中所带来的不同结果。

设计意图：高三第一轮复习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进行基
础知识的梳理并夯实。与高一高二的新授课有所不同的是，
高三一轮复习对于概念的讲解和复习应该是成网络成体系的，
要“编成辫儿，串成串儿”如果不重视对知识点的系统化分析，
不能构成一个整体的知识网络构架，自然在解题时就不能拥
有整体的构思，更不能应对高考。

2．概念的复习要在辨析中落实。
教学案例 3：补集
例 3：补集的概念用数学符号表示。有的同学是这样表

示的 {A
uC x x A= ∈ 且 }x U∉ ，但是事实上这只是“差集”

的表示（如图 2），正确的表示方法应该是 {A
uC x x A= ∈ 且

, }x U A U∉ ⊆ （如图1）。不要小看这细微的差别，可能造成“失

之毫厘差之千里”的结果。

  

　 图 1　　　　　　　　　　　　图 2　

教学案例 4：集合运算 函数运算

例 4： 已 知 { ( ) 0, { ( ) 0}M x f x N x g x= = = = 则

{ ( ) ( ) 0}C x f x g x= ⋅ = =____.

A．M　　　B．N　　　C． M N∪ 　　　D．以上都不是

解析：本题易错选 C。事实上可以举例来否定 C，设

1 3( ) , ( )
3 1

x xf x g x
x x
− +

= =
+ −

。很多同学只看到了集合运算的这

个层面，却忽视了函数运算中要考虑定义域的细节。 
设计意图：经常有同学在第一轮复习时对数学的基本概

念不予以足够的重视，认为数学复习等同于“刷题”，虽然

做了大量“事倍功半”的工作，考试的结果却常在一些“不

该错的地方错了”，还把原因简单的归结为粗心。殊不知，

真正的原因是 “高楼盖在沙滩上”。基础不牢，概念不清，

刷再多的题也只是枉费力气。

3．公式的复习要明确条件，懂得来龙去脉。

教学案列 5：基本不等式

例 5、（1）已知：ab=4，求 a2+b2 的最小值。

 变式：已知：ab=-4，求 a2+b2 的最小值。

（2）已知实数满足 a+b+1=ab，且 ,a b R+∈ ，求 a b+
的取值范围。

变式 1：已知实数满足 a+b+1=ab，且 ,a b R∈ ，求 a b+
的取值范围。

变式 2：已知实数满足 a+b+1=ab，且 ab＞ 0，求 a b+
的取值范围。

解析：第（1）小题，可以利用基本不等式 1、若

,a b R∈ ， 2 2 2a b ab+ ≥ （当且仅当 a=b 时取“=”）来解决。

而变式则是对基本不等式 1 的拓展，学生可以得到推论（1）

若 ,a b R∈ ， 2 2 2a b ab+ ≥ − （当且仅当 a=-b 时取“=”），

或者更进一步得到推论（2）若 ,a b R∈ ，则
2 2 2a b ab+ ≥

（当且仅当 a b= 时取“=”）；第（2）小题，可以利用

基本不等式 2、若 ,a b R+∈ 则
2

a b ab+
≥ （当且仅当 a=b 时

取“=”）解决。随着公式成立条件的改变，也可以得到推论

（1）若 ,a b R+∈ 则
2( )

2
a b ab+

≥ （当且仅当 a=b 时取“=”）

推论（2）若 a·b＞0则
2

a b ab+
≥ （当且仅当 a=b时取“=”），

利用这两个推论来解决变式的问题。

设计意图：有些同学在应用公式的时候，往往只记住了

形式，而对于它成立的条件却视而不见，有些同学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其三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单纯的死记硬背公式并

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所以应对公式的形式，成立的条件加

以挖掘，让学生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二、“猎枪”篇——基本方法和技能的总结提升
1、专题复习注重方法的比较归纳总结。

教学案例 6　函数值域的求法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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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求下列函数的值域

A 、 2(1) 2 5, [ 1,2]y x x x= − + ∈ − 2(2) sin 2sin 5y x x= − +
2(3) (3 ) 2 3 5x xy = − ⋅ +

B 、
3 2(1)
2 1
xy
x
+

=
+

2

2

3 2(2)
2 1
xy
x
+

=
+

3cos 2(3)
2cos 1

xy
x
+

=
+

3 2(4)
2 1

x

x

ey
e
+

=
+

C、(1) 1y x x= + − (2) 1y x x= + − (3) 1 1y x x= + − −
2(4) 1y x x= + +

D、 2 2(1) ( 2) ( 8)y x x= − + +

2 2(2) 6 13 4 5y x x x x= − + + + +
2 2(3) 6 13 4 5y x x x x= − + − + +

……

解析：函数值域的求法有很多，这里只列举其中几种。

A 组是用配方法解决“二次型”函数的值域问题。B 组用“反

表示法”来求值域。C组分别采用单调性法和换元法来解答。

D组则利用式子的几何意义来求解。

教学案例 7　含参不等式在给定区间上的恒成立问题

例 7：1、 已 知 当 ( ,1]x∈ −∞ 时， 不 等 式
21 2 ( ) 4 0x xa a+ + − ⋅ ＞ 恒成立，求实数 a 的取值范围。

2、 已 知 函 数 2( ) 3f x x ax a= + + − ， 在 [ 2,2]x∈ − 上

( ) 0f x ≥ 恒成立，求实数 a 的取值范围

　变式 1、已知函数 2( ) 3f x x ax a= + + − ，在 [ 2,2]x∈ −

上 f（x）≤ 0恒成立，求实数 a 的取值范围

　 变 式 2、 已 知 函 数 2( ) 3f x x ax a= + + − ， 在

[ 2,2]a∈ − 上 ( ) 0f x ≥ 恒成立，求 x 的取值范围

3、若不等式 23 log 0x
ax − ＜ 在

1(0, )
3

x∈ 内恒成立，求实

数 a 的取值范围。

解析：上述例题及变式分别采用分离参数，最值法，变

换主元以及利用函数性质数形结合等方法来求解。

设计意图：一轮复习时，对于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是以专

题的形式呈现的。可以把题目和对应的方法加以分组，让学

生自己在比较中归纳，在归纳中总结提升。

2、注重“一题多解”与“一解多题”

进入复习阶段后，大量的试题铺天盖地而来，这时我们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陷入题海不

能自拔。要充分发挥典型例题的示范价值，做到以点带面，

以一顶十。注重一题多解”和“一解多题”（例 6 和例 7 多

次涉及，不再举例赘述），从不同角度分析比较，方可事半

功倍。

总之在整个高三的复习中，第一轮复习所用的时间是最

长的，它的复习成效将直接影响后面的复习效果。只有一轮

复习做到位，那么二三轮复习才能“中流自在行”，否则就

是“枉费推移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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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士也罔极，二三其德”，高频错误：“信

誓旦旦，不思其反”。

（2）纠错技巧：溯因探果明究竟

面对这类考查题目，首先应该静心思考题目到底是考查

因还是果，再回到原文中去仔细追溯到底哪一句是因，哪一

句是果。如例 7 中很明显地告诉了考生是考查“因”，但是

让学生为难的是他们分不清那两句才是因，这才是致命的错

误。所以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全面细致地解读文本。因

而学课文时就要有溯因探果的习惯。

5、衔接不当

（1）致错原因：审题粗心忘衔接

学生粗略读完题干，不假思索地认为就是那两句，却不

注意去原文中梳理一下前后文的脉络，不注意句子之间的衔

接问题而导致出错。

例 8：《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作者的描写的角

度由帐外转入帐内，从触觉角度表现天气寒冷的句子是：

“　　　　，　　　　。”

正确答案：“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高

频错误：“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2）纠错技巧：前后关联理脉络

题干与所填句子之间形成衔接关系，就一定要注意认真

审题干的暗示信息，只有回到原文中，把前后文之间的脉络

理清楚了，才能准确把握题目到底是考查前两句还是后两句。

例 8 中学生审题时只看到题干中“从触觉角度表现天气

寒冷”的信息，却没有注意“描写的角度由帐外转入帐内”

这个关键信息，它实际上还考查了“诗中的前几句写了什么

的”的暗示信息，所以如果没有前后文关联理清脉络的习惯，

是很容易掉进陷阱里的。

虽然理解性默写题的答题过程中学生的失误可能是书写

错误或者理解偏差造成的，但是不管是书写错误，还是比较

不清、因果不明、衔接不当、相似混淆、手法误判，都只是

外在的表现形式，其根本问题错因还是学生习惯不好、学得

不透、思考不多、审题不明。要做到让所有学生一点都不出

错是不现实的，但是只有我们老师在教学中能够对高频考点

有足够的敏感度，讲透知识点，总结规律性；学生做到改掉

坏习惯，学得通透、勤于思考，审题细心，做题认真，才能

最大限度地避免高频错误反复“光顾”，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才能有不惧新题、怪题、难题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