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第 1期 (下) 中学数学研究 45

高考第一轮复习如何提高学生思维能力
—以《集合》为例

江西赣县中学 (341100) 廖慧敏

一、注重基础,构建知识体系
一轮复习要对数学的基本概念、定义、公式,数学知识点

的联系进行梳理,掌握基本的解题思路和方法,整合新旧知

识间的联系,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提高思维能力.

教学片断一

让学生对一下知识点进行梳理

1. 集合的概念

(1) 一定范围内某些 、 对象的全体构成一

个 ,集合中的每一个对象称为该集合的 .

(2)集合中元素的三个特性: 、 、 .

(3)集合的表示方法: 、 、 等.

(4)集合按含有元素的个数可分为 、 、 .

(5) 特别地, 自然数集记作 , 正整数集记作

或 , 整数集记作 , 有理数集记作 , 实数集记

作 ,复数集记作 .

2. 两类关系

(1)元素与集合的关系,用 或 表示.

(2)集合与集合的关系,用 、 或 表示.

3. 集合的运算

(1)全集:如果集合 S 含有我们所研究的各个集合的全

部元素,那么这个集合就可以看作一个全集,通常用 U 表示.

一切所研究的集合都是这个集合的 .

(2)交集:由所有属于集合 A且属于集合 B 的元素构成

的集合,称为 A与 B的交集,记作 ,即 A ∩B = .

(3)并集:由所有属于集合 A或者属于集合 B 的元素构

成的集合,称为 A与 B 的并集,记作 ,即 A ∪B = .

(4)补集:设 A ⊆ S,由 S中不属于 A的所有元素组成的

集合称为 S 的子集 A的 ,记作 ,即 .

点评: 通过这几个题目,对集合的概念进行梳理,理解知

识间的相互关系,加深对知识的认识和理解.

二、借助错题资源,揭示问题本质
面对学生错误的答案、错误的解法,教师要耐心冷静地

看待它,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错了,错在哪里,思考错误的根

源,提出防范措施,揭示问题本质.

教学片断二

例 1 已知集合 A = {m+2, 2m2 +m},若 3 ∈ A,则m

的值为 .

错解: 由题意得m+ 2 = 3或 2m2 +m = 3,则m = 1

或m = −3

2
.

正解: 由题意得m+ 2 = 3或 2m2 +m = 3,则m = 1

或 m = −3

2
. 当 m = 1 时, m + 2 = 3, 2m2 + m = 3. 根

据集合中元素的互异性可知不满足题意; 当 m = −3

2
时,

m+ 2 =
1

2
, 2m2 +m = 3,故m = −3

2
.

反思: 错觉的根源在于未理解元素的互异性,因此做完

此类题要把值代入集合,看是否满足集合的互异性.

例 2 设集合 A = {x|x2 − 3x + 2 = 0}, B =

{x|x2 + 2(a + 1)x + (a2 − 5) = 0}. 若 A ∪ B = A, 求

实数 a的取值范围.

错解: 对于集合B,∆ = 4(a+1)2−4(a2−5) = 8(a+3).

∵ A ∪B = A, ∴ B ⊆ A,

1⃝当∆ = 0,即 a = −3时, B = {2},满足条件;

2⃝当 ∆ > 0,即 a > −3时, B = A = {1, 2},才能满足

条件,

则由根与系数的关系得

 1 + 2 = −2(a+ 1)

1× 2 = a2 − 5
, 即 a =

5

2

a2 = 7
,矛盾;

综上, a的取值范围是 a = −3.

正解: 此题漏了一种解,B ⊆ A时,B = ∅,当∆ < 0,即

a < −3时,B = ∅,满足条件. 综上, a的取值范围是 a 6 −3.

反思: 解题时要特别注意空集是任何集合的子集.

点评: 通过以上几个例题,让学生找到错误的根源,更好

的理解知识本身,促进解题思维能力.

三、强化变式练习,培养迁移能力
变式练习是在常规题目的基础上,恰当的改变问题情境

或思维角度,引导学生不同途径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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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在哪儿?
—由一道中考错题想到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100875) 岳昌庆

存在性问题一直是各级各类考试命题的重中之重的问

题,能举出反例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中考、高考等高利害

性考试. 请看 2015年中考某市选择题的压轴题

例 1 已知抛物线 y = ax2 + bx + c (a > 0) 过

(−2, 0), (2, 3)两点,那么抛物线的对称轴 ( ).

A. 只能是 x = −1

B. 可能是 y轴 C. 在 y轴右侧且在直线 x = 2的左

侧

D. 在 y轴左侧且在直线 x = −2的右侧

分 析: 由 已 知 得

 0 = 4a− 2b+ c

3 = 4a+ 2b+ c
解 得 b =

3

4

c =
3

2
− 4a

所以

y = ax2 +
3

4
x+

3

2
− 4a 1⃝

对称轴方程为 x = − 3

8a
.

错解 1: 若 A正确,则 −1 = − 3

8a
,即 a =

3

8
为一定值,

虽满足 a =
3

8
> 0,但不是充分的 (即不是对所有的 a > 0,

均有该结论). 显然 B不正确,因为 x = − 3

8a
̸= 0,又 a > 0,

所以 x = − 3

8a
< 0,从而 C也不正确.

由于第一大题 (选择题)中明确指出“在每小题给出的四

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故选 D.

错解 2: 因为函数图像经过 (−2, 0), (2, 3)两点,所以由

二次函数图像的对称性可知:函数图像与 x轴的另一个交点

在点 (2, 0)的左侧,所以抛物线的对称轴在 y 轴的左侧且在

直线 x = −2的右侧. 故选 D.

分析与解: 若选项 D 果真正确, 则 − 3

8a
> −2, 又

a > 0, 所以, a >
3

16
, 所以反例可在 0 < a <

3

16
中随意

赋值, 再代入 1⃝, 例如取 a =
1

8
, 则 y =

1

8
x2 +

3

4
x + 1 =

1

8
(x + 2)(x + 4) =

1

8
(x + 3)2 − 1

8
, 此时对称轴的方程为

x = −3 < −2,故选项 D也不正确! 如图 1.

错因分析: 错解 1排除法不靠谱,默认前提:有且只有一

个答案正确!

错解 2 默认点 (−2, 0) 与点 (2, 3) 分居在抛物线的

对称轴两侧, 心中已有自己的草图, 例如取 a =
1

4
, 则

y =
1

4
x2 +

3

4
x+

1

2
=

1

4
(x+1)(x+2) =

1

4

(
x+

3

2

)2

− 1

16
,

所以对称轴方程为 x = −3

2
> −2,如图 2. 忽略了图 1这种

可能性.

图 1 图 2

多想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以及思维的积极性和深刻性,促进

学生的迁移能力.

教学片断三

例 4 已知集合A = {x| − 2 6 x 6 5},B = {x|m+1 6
x 6 2m− 1}, B ⊂ A,求m的取值范围.

变式 1 已知集合 A = {x| − 2 6 x 6 5}, B =

{x|m+ 1 6 x 6 2m− 1}, A ⊆ B,求m的取值范围.

变式 2 已知集合 A = {x| − 2 6 x 6 5}, B =

{x|m + 1 6 x 6 2m − 1}, A ∩ B = ∅, 求 m 的取值范

围.

点评: 通过此例题,让学生体验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从而提高对知识的认知精度.

在高三一轮复习中,教师应成为学生探究活动的组织者,

指导者和合作者,通过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从而提高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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