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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方法　促回归

———以“二次函数”为例谈高三一轮复习教学

龙艳文

（江苏省南京市教学研究室，２１００１８）

摘　要：以“炼方法、促回归”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可以提高高三

数学一轮复习的有效性。通过“二次函数”复习的设计与分析，指出

这一教学模式的基本流程是：确立学习目标；进行课前测试；由题组

炼方法；用例题 促 回 归；实 施 课 后 反 馈。基 本 原 则 是：以 题 组 为 载

体；以基本想法为核心；以回归为追求；以笔记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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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一 轮 复 习 时，学 生 已 经 基 本 掌 握 了

高中数学知识，具备 了 一 定 的 解 题 经 验，认 识

和体验了基本的数 学 思 想 和 方 法。如 何 提 高

高三数学一轮复习 的 有 效 性？笔 者 提 出 了 以

“炼方法、促回归”为 核 心 的 教 学 模 式，以 求 能

达到全面梳 理 和 熟 练 掌 握 高 中 数 学 知 识，构

建和完善知 识 网 络，丰 富 地 积 累 数 学 解 题 经

验，灵活地运用数学 思 想 和 方 法，提 升 学 生 思

维品质，并为二轮复 习 提 供 全 面、扎 实、系 统、

灵活的知识储备和 联 想 的 固 着 点 的 目 的。下

面以“二次函数”复习为例加以说明。

一、“二次函数”复习的设计与分析

（一）学习目标的确立

所谓“学 习 目 标”，就 是 将 课 程 标 准 的 目

标分解为可 接 受 的 学 生 的 具 体 行 为 表 现，使

学习结 果 的 行 为 指 标 可 观 察、测 量，有 现 实

性、可行性，且使具体 目 标 与 概 括 性 目 标 相 关

联。学习目 标 可 促 进 教 师 树 立 目 标 意 识，增

加教学 的 针 对 性。具 体 到“二 次 函 数”的 复

习，学习目标如下：

１．准确理解二次函数、一元二次方程、一

元二次不等式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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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熟练掌握二次函数的图像，并能运用

图像快速分析二次函数的值域和性质（如对

称性、单调性、奇偶性等）。

３．熟练掌握二次函数解析式的三种表示

形式，并能合理选择表示形式求解析式。

４．准确掌握二次函数在给定区间上最值

的分类讨论。

（二）课前测试的选择

课前测 试 的 价 值 是 引 出 本 节 课 的 知 识。

按照分解后的学习目标，以知识为线索编制题

目，所选题目简洁、有针对性，直接反映本节课

所要呈现知识的 简 单 应 用。对 于“二 次 函 数”

的复习，笔者设计了如下５个课前测试题：

１．函数ｆ（ｘ）＝２ｘ２－ｘ－１与ｘ轴的交点

个数为　　　　，其零点为　　　　，不等式

２ｘ２－ｘ－１＞０的解集为　　　　。

２．已知二次函数ｙ＝－ｘ２＋２　ｍｘ－ｍ２＋３
图像的对称轴方程为ｘ＝－２，则ｍ＝　　　，

顶点坐标为　　　　，递增区间为　　　　，

递减区间为　　　　。

３．函数ｆ（ｘ）＝ｘ２＋４ａｘ＋２在（－∞，６）

内递减，则实数ａ的取值范围是　　　　。

４．函数ｙ＝－ｘ２＋２ｘ＋１，ｘ∈［－１，２］的

值域是　　　　。

５．作函数ｆ（ｘ）＝ｘ２－｜２ｘ－１｜的图像，

并求函数ｆ（ｘ）的单调区间和最值。

这里选择的５道 前 测 题 分 别 针 对 和 检 测

如下知识 和 方 法 目 标：（１）理 解 二 次 函 数、一

元二次方程、一元二 次 不 等 式 之 间 的 联 系，掌

握图 像 交 点、方 程 根、函 数 零 点、不 等 式 解 集

的求法以 及 方 程 根 个 数 的 判 断 方 法。（２）体

验利用二次函数的图像 分 析 二 次 函 数 的 值 域

和性质（如对 称 性、单 调 性、奇 偶 性 等）。（３）

掌握利用二次函数的图 像 分 析 对 称 轴 与 单 调

性之间的 联 系。（４）掌 握 简 单 利 用 二 次 函 数

的图像分析 求 值 域 的 问 题，理 解 对 称 轴 与 定

义区间位 置 关 系 对 最 值 的 影 响。（５）体 验 将

问题转化为 二 次 函 数 图 像 的 问 题，掌 握 二 次

函数草图的画法和要求。

（三）由题组炼方法

题组的价值是 引 出 本 节 课 的 方 法。通 过

一个问题形 成 一 种 方 法，通 过 一 组 问 题 形 成

一类问题的基本想 法。通 过 题 组 中 各 个 问 题

的特征分 析 和 比 较 达 成 学 生 迁 移 的 清 晰 度，

通过教师概括的基本 想 法 达 成 学 生 迁 移 的 概

括度，从 而 为 学 生 提 供 迁 移 的 固 着 点。题 组

设计的 核 心 原 则 是：小 问 题 大 道 理，去 繁 化

简，去枝留干。题组 教 学 要 突 出 多 题 同 源、多

题同法、多题递进，强 调“一 节 课 只 干 一 件 事，

干好一件 事”；要 寻 求 解 题 的 本 源、数 学 的 本

质，追求“万变不离 其 宗”之 境 界。针 对 本 课，

笔者设计了如下２个题组：

１．题组１：求二次函数解析式。

题１　求满足下列条件的二次函数ｙ＝

ｆ（ｘ）的解析式：

（１）已知ｆ（ｘ）对任意ｘ均满足ｆ（ｘ＋１）

－ｆ（ｘ）＝２ｘ，且ｆ（０）＝１。

（２）已知ｆ（ｘ）对任意ｘ均满足ｆ（２－ｘ）

＝ｆ（２＋ｘ），且最小值为－１，与ｙ轴交点的坐

标为（０，１１）。

（３）已知不等式ｆ（ｘ）＞０的解集为（１，

２），且函数ｙ＝ｆ（ｘ）的图像过点（－１，２）。

二次函 数 一 般 设 为３种 形 式：（１）一 般

式，即ｆ（ｘ）＝ａｘ２＋ｂｘ＋ｃ（ａ≠０）。（２）顶 点

式，即ｆ（ｘ）＝ａ（ｘ－ｈ）２＋ｋ（ａ≠０）。（３）零 点

式，即ｆ（ｘ）＝ａ（ｘ－ｘ１）（ｘ－ｘ２）（ａ≠０）。解

题中，应合 理 根 据 条 件 选 择 二 次 函 数 解 析 式

的表示形式。

２．题组２：二次函数在区间上最值的分类

讨论。

求ｆ（ｘ）＝ａｘ２＋ｂｘ＋ｃ（ａ＞０）在 区 间［ｍ，

ｎ］（ｍ＜ｎ）上 的 最 值，关 键 是 把 握 对 称 轴 与 区

间的位置关 系（见 表１），即 应 先 分 为 左、中 偏

左、中 偏 右、右４种 情 况，再 根 据 具 体 问 题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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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并或取舍。

题２　已知ｆ（ｘ）＝ｘ２＋ａｘ，ｘ∈［０，１］，求

ｆ（ｘ）的最小值。

变式　已知ｆ（ｘ）＝ｘ２＋ａｘ，ｘ∈［０，１］，

求ｆ（ｘ）的最大值。

题３　已知ｆ（ｘ）＝ｘ２＋２ｘ－２，ｘ∈［ｔ，ｔ

＋１］，若ｆ（ｘ）的最小值为ｈ（ｔ），求ｈ（ｔ）。

变式　已知ｆ（ｘ）＝ｘ２＋２ｘ－２，ｘ∈［ｔ，ｔ

＋１］，若ｆ（ｘ）的最大值为ｇ（ｔ），求ｇ（ｔ）。

这里的题组１，３个问题反映３种解析 式

的选择，３个问题的比较帮助学生理解如何选

择解析式，达 成 掌 握 二 次 函 数 解 析 式３种 表

示形式的目标。题组２，通过问题和变式的解

决，理解分类求最值 的 方 法；通 过 问 题 和 变 式

的比较，理解分类过 程 的 区 别 与 联 系；通 过 题

２（对称轴 动、区 间 不 动）和 题３（区 间 动、对 称

轴不动）的比较，理解 分 类 讨 论 的 相 通 性 和 一

致性，从而形成此类问题的基本想法。

（四）用例题促回归

例题的价值是 回 归 基 本 想 法。回 归 基 本

想法的关键在于在不同 的 复 合 情 境 中 发 现 问

题背后所隐含的共同 特 征 及 解 决 此 类 问 题 一

致性的基本想法。教师通过例题分析，引导学

生对综合问 题 进 行 分 解、识 别、联 想、选 择，突

出怎么想、如 何 想；让 学 生 理 解 如 何 识 别 源 问

题与目标问题之间共同或类似的内在联系，理

解题组中基本想 法 与 新 问 题 之 间 如 何 生 成 联

系。针对本课，笔者设计了如下３个例题：

例１　已知二次函数ｙ＝ｆ（ｘ）的图像过

点（０，－３），且ｆ（１）＝ｆ（３）＝０。

（１）若Ｆ（ｘ）＝ｆ（ｘ）－ｍｘ在区间（０，１）上

单调递增，求实数ｍ的取值范围；

（２）设ｈ（ｘ）＝ｆ（ｓｉｎｘ），求ｈ（ｘ）在区间

０，π［ ］２ 上的最值。

例２　已知二次函数ｆ（ｘ）的二次项系数

为ａ，不等式ｆ（ｘ）＞－２ｘ的解集为（１，３）。

（１）若方程ｆ（ｘ）＋６ａ＝０有两个相等的

实数根，求ｆ（ｘ）的解析式；

（２）若ｆ（ｘ）＞－３在区间［０，１］上恒成

立，求ａ的取值范围。

例３　设ａ为实数，函数ｆ（ｘ）＝１２ａｘ
２＋ｘ

－ａ（ｘ∈［槡２，２］）的最大值为ｇ（ａ），求ｇ（ａ）。
讲解例１时，要 进 行 如 下 回 归：（１）求 解

析式回归到题组１中 二 次 函 数３种 解 析 式 的

基本想法，通过比较３种 选 择 的 优 劣，分 析 选

择的原因。（２）单 调 性 问 题 回 归 到 利 用 二 次

函数的图像分析对称 轴 与 单 调 性 之 间 联 系 的

基本想法。（３）理 解 通 过 换 元 法 转 化 为 二 次

函数问题，回 归 到 求 二 次 函 数 最 值 问 题 的 基

本想法。

讲解例２时，要进 行 如 下 回 归：（１）求 解

析 式 回 归 到 二 次 函 数３种 解 析 式 的 基 本 想

　表１

位置 区间的左侧 区间的中间偏左 区间的中间偏右 区间的右侧

范围 －ｂ２ａ≤ｍ　 ｍ＜－ｂ２ａ≤
ｍ＋ｎ
２

ｍ＋ｎ
２ ＜－ｂ２ａ≤ｎ　 ｎ＜－ｂ２ａ

图像

最值
ｙｍａｘ＝ｆ（ｎ），

ｙｍｉｎ＝ｆ（ｍ）

ｙｍａｘ＝ｆ（ｎ），

ｙｍｉｎ＝ｆ －ｂ２（ ）ａ
ｙｍａｘ＝ｆ（ｍ），

ｙｍｉｎ＝ｆ －ｂ２（ ）ａ
ｙｍａｘ＝ｆ（ｍ），

ｙｍｉｎ＝ｆ（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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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析设 零 点 式 的 原 因 和 其 他 形 式 的 不 合

理，注意选择不同形式来 设 的 区 别。（２）将恒

成立问题分解为二次函数最值问题，回归到二

次函数最值分类讨论的基本想法，分别合并中

间偏左、左侧的情况和中间偏右、右侧的情况。

讲解例３时，要进行如下回归：通过更 为

复杂的分类形式，考虑 开 口 方 向 和ａ＝０的 情

况；在确定开口方向 后，将 问 题 回 归 到 二 次 函

数最值分类讨论的基本想法。

（五）课后反馈的实施

限于 篇 幅，本 课 的 练 习 设 计 不 多 赘 述。

需要提醒的 是，学 生 在 练 习 前 要 先 复 习 和 回

顾题组，利 用 形 成 的 基 本 想 法 思 考 和 解 决 问

题。教师 在 讲 评 时 要 分 析 学 生 的 思 维 障 碍

（或错误），分析如何 突 破 障 碍，引 导 学 生 回 归

笔记，从中找到基本想法作为迁移点。

二、“炼方法、促回归”教学的思考

（一）以题组为载体

高三数学 一 轮 复 习 中，很 多 教 师 在 讲 评

完知识点后，通常会 分 析 几 个 综 合 性 的 例 题，

然后用例题来分析 方 法。这 种 形 式 因 问 题 的

综合性和解 题 条 件 的 局 限 性，会 使 学 生 缺 乏

对一类问题特征的清晰 认 识 和 对 一 类 问 题 所

有方法的全面、系 统 的 把 握。以 题 组 为 载 体，

首先是单个 的 问 题，每 个 问 题 简 单 且 特 征 明

晰，从一个问 题 的 分 析 形 成 一 个 方 法；其 次 更

重要的是题“组”，通过组中几个问题的对比分

析，让学生更 清 晰 地 认 识 一 类 问 题 的 特 征，从

而全面地掌握、合理地选择方法———达成影响

学习迁移的认知结构３个特征中的清晰度。

（二）以基本想法为核心

通过题组 的 教 学，要 让 学 生 对 基 本 问 题

形成想 法———注 重 通 性 通 法，但 不 回 避 巧 妙

方法。要通 过 对 题 组 中 不 同 问 题 的 比 较，让

学生沟通各 种 问 题 之 间 的 联 系 和 区 别，做 到

形变法同，异题同 法，形 成 一 致 想 法。教 师 要

在学生理解 和 感 悟 的 基 础 上，形 成 具 有 较 高

概括性、包容性和强 力 解 释 效 应 的 基 本 想 法，

为新的学习提 供 固 着 点———达 成 影 响 学 习 迁

移的认知结构３个特征中的概括度。

（三）以回归为追求

教学的追 求 在 于，提 高 学 生 的 思 维 能 力

和解决问题能力，所 以，教 师 要 引 导 学 生 回 归

由题组所 形 成 的 基 本 想 法 来 解 决 各 种 问 题，

为激活 原 有 经 验 提 供 主 动 性。例 题 教 学 中，

教师要突出学生如何 想、想 什 么，以 强 化 学 生

回归基本想法的意 识 和 能 力。通 过 题 组 的 解

决、基 本 想 法 的 形 成，最 终 追 求 解 题 的 回 归，

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 本 质 是 通 过 转 化 回 归 到

已知问题，以解决未知问题。

（四）以笔记为关键

人们在解决问题 时 所 获 得 的 经 验 不 仅 包

括解题 技 能，还 包 括 解 题 记 忆。学 生 在 学 习

初期对问题 和 方 法 的 认 识 比 较 清 晰，但 随 着

时间的 推 移，记 忆 会 模 糊 甚 至 遗 忘。笔 记 本

的使用为学生及时 复 习 和 回 顾 提 供 可 能。学

生在课上利 用 草 稿 本 记 录 关 键 点，在 课 后 再

完整地整理 题 组 的 解 题 过 程 和 基 本 想 法；在

平时做题中，学 生 可 以 不 断 利 用 笔 记 中 的 基

本想法去思 考，并 及 时 完 善 新 的 基 本 问 题 和

基本想法；在学完一 周 或 一 个 单 元 后，学 生 可

以对笔记进行复习；在 考 前 和 二 轮 复 习 中，学

生可以反复回 顾 和 反 思 题 组———达 成 影 响 学

习迁移的认知结构３个特征中的巩固度。

总之，一轮 复 习 中，教 师 要 坚 持 引 导 学 生

分析问题特征、识别问题类型，联想所有方法、

合理选择方法、形成解题思路，从而化繁为简、

领悟大道，达到“以不变应万变”的境界。

参考文献：

［１］皮连生．教育心理学（第三版）［Ｍ］．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龙艳文．以题组教学为核心的一轮复习环

节设计［Ｊ］．数学通报，２０１４（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