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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三数学复习中使用教辅用书，教师与学生不应全盘照搬答案，应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理解．一轮复习教辅

用书中的好题并非直接用，教师可根据学情磨题，必要时将好题进行简化分解，回归教材，提炼基本题型与常见模型，夯实

学生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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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高三数学复习通常以一本教辅用书为主，

适当进行删减与增补试题，再穿插考试训练．在一

轮复习中，教辅用书中常常会选用一些以往考试中

所谓的好题或经典题，以增加教辅用书的分量．可
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好题与经典题耗去教师与学生

的大量时间与精力，也导致教师疲于应付教辅用

书，照搬后面的参考答案也就不足为奇了．很多现

成的解答并不是最好的解答，有的甚至十分拙劣，

千万注意不可盲从，与其被这种解答牵着走，不如

自己去想［1］．
笔者曾发现同一道题在两届高三所使用的不

同教辅用书中出现，教辅用书后面配套的参考答案

都不对，更有趣的是用不同的方法得到同样的错误

答案．
题目 已知 O 是△ABC 的外心，AB = 6，AC =

10，若AO→ = x AB→ +y AC→ ，且 2x+10y = 5，则 cos∠BAC
= ．
1 错误的参考答案

错解 1 由题设知AO→ = x AB→ +y AC→ ，因为 O 是

△ABC 的外心，所以

AO→ ·AC→ = 1
2
AC→ 2，

因此
1
2
×102 = x·6·10 cos∠BAC+y·102 ．

又 2x+10y= 5，从而

10y= 5－2x，

于是 50= 60x cos∠BAC+10( 5－2x) ，

图 1

故 cos∠BAC=
1
3
．

错解 2 延长 AB 至点

D，使AB→ = 2
5
AD→ ，取 AC 的中

点 E，则AC→ = 2 AE→ ( 如图 1) ，

从而

AO→ = x AB→ +y AC→ = 2
5
x AD→ +2y AE→ ．

因为 2x+10y= 5，所以
2
5
x+2y= 1，

从而点 D，O，E 共线．又 O 是△ABC 的外心，E 是
AC 的中点，于是 DE 垂直平分 AC，且 AD= 15，AE =

5，故 cos∠BAC=
AE
AD

= 1
3
．

2 “简单”的评讲过程
听课中，一位教师选择让学生讲解本题的思

路，具体过程如下:

师: 批改这道题，错误率非常高! 现在哪位同
学订正好了，请说说你的思路．

生 1: 说实话，我是看了参考答案才明白的，关

键是利用三点共线．由 2x+10y = 5 得
2
5
x+2y = 1，让

2
5
x，2y 分别作为系数，即

AO→ = 2
5
x AD→ +2y AE→ ，

则点 D，O，E 共线．因为AO→ = x AB→ +y AC→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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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2
5
AD→ ， AC→ = 2 AE→ ．

又 O 是△ABC 的外心，E 是 AC 的中点，从而 DE 垂
直平分 AC．由 AB= 6，AC= 10 可知

AD= 15， AE= 5，

故 cos∠BAC=
AE
AD

= 1
3
．

师: 很好! 同学们都明白了吗?

生( 众) : 明白了．
师: 我们看下一题……
反思 教师让学生评讲本题的方式不错，该生

能将答案看懂并能完整地复述出来，看似以学生为
主体，把学生推到前台，但本质上还是教师一言堂，

只不过是借个别学生之口．实际上，一道填空题，答
案不对，并不代表学生对此题没有一点想法，教师
没有顾及学生的最初思考，而将参考答案提前告诉
学生或让学生查看参考答案，在一定程度上让参考
答案削弱了数学思维的活力，进而忘却了自己的思
考，时间一长或是稍加变式，学生可能又不会做了．
上述过程，师生都默认了点 D，O，E 是 3 个点，那有
没有可能是 2 个点呢? 为什么画草图时将点 O 放
在△ABC 内部，为何不可能在边上或外部呢? 这是
习惯使然，潜在假设△ABC 为锐角三角形．
3 基于问题的微探究

在答题中，学生虽然没能写出答案，但不代表
对此题什么都不知．为了摸清学生是怎么想的，可
采用基于问题的微探究方式进行．

师: 目标是求 cos∠BAC，怎样才会出现它?

生 2: 余弦定理．
生 3: 向量的数量积．
师: 若是使用余弦定理，你想放在哪个三角形

中?

生 2: 当然是△ABC，可惜不知道边 BC 的长，

且所给的条件不好推出 BC 的长．
师: 这是道填空题，若是大胆猜个答案，你会猜

几?

生 2: 若是这样，我当然想直角三角形啦，结合
AB= 6，AC = 10，我猜 BC = 8，答案为 cos∠BAC =
AB
AC

= 3
5
．不好，答案不对啊，参考答案是

1
3
．

师: 别急，看此时与条件是否矛盾．

生 2( 惊讶表情) : 不矛盾，此时AO→ = 1
2
AC→ ，又

因为 2x+10y= 5，所以 x = 0，y =
1
2
．哦，那就是参考

答案不对喽!

师: 那参考答案问题究竟出在哪?

师生合作: 默认点 D，O，E 共线，从而就有草图
中的 OE⊥AC．而实际上，点 O，E 可重复，3 个点变 2
个点．看来，通常说的三点共线，三点中有可能两点

重合，还得注意细节．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3
5 或

1
3
．

师: 若将角看作是向量AB→ ，AC→ 的夹角，又该怎
么办?

生 3: 将AO→ = x AB→ +y AC→ 两边平方，这样既能将
条 件 AB = 6，AC = 10 用 上，还 能 出 现 目 标
cos∠BAC，即

AO→ 2 = 36x2+100y2+120xy cos∠BAC，

但 |OA→ |又不知，因此就放弃了．
师: 你这步操作是将向量实数化，若想避开求

|OA→ |，还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让向量实数化?

生 4: 在等式AO→ = x AB→ +y AC→ 两边同乘一个向

量，如同乘AB→ ，AC→ ，则

AO→ ·AB→ = x AB→ 2+y AC→ ·AB→ ，

即
1
2
AB→ 2 = x AB→ 2+y AC→ ·AB→ ，

得 3= 6x+10y cos∠BAC．

由 AO→ ·AC→ = x AB→ ·AC→ +y AC→ 2，

即
1
2
AC→ 2 = x AB→ ·AC→ +y AC→ 2，

得 5= 6x cos∠BAC+10y．
生 5( 抢答) : 只要 5 = 6x cos∠BAC+10y 就够

了，对比条件 2x+10y = 5，立即可得 cos∠BAC = 1
3
．

不好，怎么又是一个答案啊?
师: 好，我们来个“慢镜头”，仔细查看求解过

程，看看究竟问题出在哪?
师生合作: 刚才的求解过程实际上还是消元求

解的，可视为由 2x+10y= 5 得
10y= 5－2x，

代入 5= 6x cos∠BAC+10y，得
5= 6x cos∠BAC+5－2x，

即 0= 3x cos∠BAC－x，

刚才的求解中约去了 x，即默认了 x≠0．
师: 能否直接约去 x?

生( 众) : 不可以，只有当 x≠0 时才可以．即由

0= x( 3 cos∠BAC－1) 得到 x = 0 或 cos∠BAC=
1
3
．

当 x= 0 时，有 y =
1
2

，代入 3 = 6x+10y cos∠BAC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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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BAC = 3
5

; 当 cos∠BAC = 1
3 时，代入 3 = 6x+

10y cos∠BAC 得 3= 6x+
10
3
y．又 2x+10y= 5，解得x=

1
4

，y=
9
20

．

生 6: 我明白了，原来也可以解出 x，y 的值，关
键是运用方程的思想求解．

师: 从方程的视角看，条件中出现了两个未知
数 x，y，再加上 cos∠BAC，便是 3 个未知数，那就需
要 3 个方程，除了条件中直接给出的一个方程，还
需要构造两个方程，这样才可解．本题有点“巧”，主

要是条件“2x+10y= 5”变形成“
2
5
x+2y = 1”，y 前面

的系数 2 很“巧”，采用第一种思路构图时出现圆
中弦的中点．若将条件“2x+10y = 5”改为“2x+8y=
5”，第一种思路基本上就失效了，但仍然可用第二
种思路来求解，即再运用向量数量积构造两个方
程，运用方程的思想求解．
4 借助核心知识导图，厘清试题内涵

不可否认，本题是一道好题，经典且有难度，很
多学生会面临“想不到”这样一个尴尬境地．对很多
学校来说，本题不应出现在一轮复习中，教师不该
将其拿过来让学生直接做．教师可先行一步，在独
立做完后感受其难易程度，厘清题中涉及到的知识
方法与基本模型，可借助核心知识导图这个技术工
具( 如图 2) ，透视这道题，让其“可视化”．

图 2

题中涉及的基本模型具体为:

模型 1 圆中的特征直角三角形，具体为圆中
看到弦应想到取中点，连圆心，半径、弦心距、弦长
的一半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这个应视为一个自动
化反应，立即想到．

模型 2 向量数量积几何意义，运用投影将向
量数学积公式简化．

教学中可设计一个问题链，如:

问题 1 求两个向量的数量积，需要知道哪些

量?

问题 2 求两个向量的数量积，最少需要哪些
量才可求出?

预设 特别地，知道两个向量的夹角是直角，

数量积为 0，或其中一个向量是零向量也行．
问题 3 在直角三角形中，斜边所在的向量与

直角边所在的向量的数量积怎么求?

方案 1 在 Ｒt△ABC 中，

AB→ ·AC→ =AB→ ·( AB→ +BC→ ) = AB→ 2，

其中AB→ ·BC→ = 0．
方案 2 在 Ｒt△ABC 中，

AB→ ·AC→ = |AB→ |· |AC→ | cos A= |AB→ | 2，

其中 |AC→ | cos A = | AB→ | ( 实际上，| AC→ | cos A 是AC→

在AB→ 方向上的投影，是向量数量积的几何意义) ．
模型 3 向量的定比分点公式及逆用．

在△OAB 中，C 为直线 AB 上一点，AC→ = λ CB→

( 其中 λ≠－1) ．求证: OC→ =OA
→ +λ OB→

1+λ

［2］

．

反之，若改写成

OC→ = 1
1+λ

OA→ + λ
1+λ

OB→ ，

即点 A，B，C 共线的条件．一般地，若存在两个实数

s，t，且 s+t= 1，使得OC→ = s OA→ +t OB→ ，则 3 个点 A，B，
C 共线．

特别地，当 λ= 1 时，点 C 是 AB 的中点．当点 C
与点 A 重合时，λ= 0．

而上述错解中的漏解情形便是忽视了点 O，E
重合的特殊情形，严谨一些．应去掉“3 个点”的表
述，防止思维定势，即为“若存在两个实数 s，t，且s+

t= 1，使得OC→ = s OA→ +t OB→ ，则点 A，B，C 共线”．
5 运用题组分而化之，逐级提升

在一轮复习中，讲这样的难题耗时且低效，可
将此题分解，简化问题，即把一个较大或较复杂的
问题分解成一些子问题或小问题，然后将每个小问
题各个击破，最后自然而然就能应对综合题．如本
题可适度分为两节课来进行讲解．基于核心知识导
图，以题组形式呈现，层层递进，拾阶而上，让学生
进行训练，打牢基本功．

第一节课突出数量积中直角这个特征:

例 1 已知向量OA→ ⊥AB→ ，| OA→ | = 3，那么OA→ ·

OB→ = ．
设计意图 借助直角三角形这个载体，考查特

殊的向量数量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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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已知点 O 是△ABC 的外心，AB = 6，则

AO→ ·AB→ = ．
设计意图 隐藏直角，需要学生自己作出特殊

的直角三角形，化归为例 1．
例 3 已知 O 是△ABC 的外心，AB= 6，AC = 8，

则AO→ ·BC→ = ．

设计意图 将向量BC→ 分解为AC→ －AB→ ，将问题
化归为例 2．

例 4 在△ABC 中，AB = 6，AC = 8，D 为 BC 的

中点，则AD→ ·BC→ = ．

设计意图 突出基底思想，将AD→ ，BC→ 用基底

AB→ ，AC→ 表示．
例 5 已知△ABC，AB = 6，AC = 8，点 O 为线段

BC 垂直平分线上一点，则AO→ ·BC→ = ．
设计意图 将三角形的外心进行推广，抓住

OB=OC 这个特征，设 BC 的中点为 D，利用向量数

量积的几何意义AO→ ·BC→ = AD→ ·BC→ ，将问题转化为
例 4．

第二节课重在学习平面向量的基本定理( 向
量的定比分点公式及逆用) :

例 6 已知 D 是△ABC 边 BC 上的点，BD→ =

2 DC→ ，若AD→ =m AB→ +n AC→ ，则
n
m
= ．

设计意图 课本例题的一个具体应用，回归教材．

例 7 已知 D 是△ABC 边 BC 上的点，且AD→ =
1
3
AB→ + 2

3
AC→ ，则

BD
CD

= ．

设计意图 向量的定比分点公式的逆向应用，

探求点 D 的位置．

例 8 已知 D 是△ABC 边 BC 上的点，AD→ =

x AB→ +y AC→ ，且 x－y= 1，则 x= ．
设计意图 突出方程思想，也是考查向量定比

分点的一个特例，即两个点重合的情形．

例 9 已知 D 是△ABC 边 BC 上的点，BD→ =

2 DC→ ，若 AB = 6，AC = 3，∠BAC = π
3

，则AD→ ·BC→ =

．

设计意图 运用向量定比分点公式将AD→ 用AB→ ，

AC→ 表示，进而也将BC→ 用AB→ ，AC→ 表示．例 9 考查了向量
基底，本质上是考查了平面向量的基本定理．

例 10 已知 D 是△ABC 边 BC 上的点，BD→ =

2 DC→ ，若 AB = 6，AC = 3，AD = 槡2 3，则∠BAC =

．
设计意图 突出向量工具性，利用向量减法与

向量定比分点公式得到AD→ = 1
3
AB→ + 2

3
AC→ ，然后两边

平方将向量等式实数化便可得 cos∠BAC = 1
2

，进

而可得∠BAC= π
3
．

例 11 在△ABC 中，AB = 3，AC = 2，D 为边 BC

上一点，若AB→ ·AD→ = 5，AC→ ·AD→ = － 2
3

，则AB→ ·AC→ =

．

设计意图 旨在考查方程思想，将目标AB→ ·

AC→ 看作一个元，较为隐蔽地考查向量的定比分点

公式．即由点 B，C，D 共线，设AD→ = x AB→ +( 1－x) AC→ ，

这样条件AB→ ·AD→ = 5 与AC→ ·AD→ = － 2
3 便可整理为

关于 x，AB→ ·AC→ 的二元方程组，通过消元便可解出

AB→ ·AC→ ．
对于高三一轮复习，教辅用书不是最主要的，

更不是“宝典”，基于学情与课本，可以有针对性地
对其删减与补充．教师与学生对于教辅用书的参考
答案，要持审慎态度．不要一遇到不会的题，就立即
翻看参考答案，自己不动脑思考依赖答案，而是要
依靠自己的努力克服其中的某些困难．对经过很大
努力仍不能解决的问题，再查看答案，这样才能受
到启发与帮助，甚至能发现其错误，也能修改与完
善解答．简言之，教师与学生都要潜心在题上磨，努
力达到“会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把握本质，会在杂
乱无章的事物中厘清头绪，会在千头万绪的事物中
发现规律”［3］．数学核心素养在解题中表现为“无”
中生“有”，认识换汤过程不变的“药”，练就看出来
的本领，自然做到“想得到”，当然就不怕“做不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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