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多维视角分析 　 优化高三复习策略∗

●李　 刚　 　 (木渎高级中学,江苏
 

苏州　 215100)

　 　 摘　 要:
 

文章对一道模考试题进行分析,从不同的视角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处理,实现对问题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

的思考,然后进行归类总结. 通过类比两个高考试题,给出高效备考的一些策略,通过相关变式,理清体系和脉络,实现从

“会一道题”到“会一类题”,从而提高复习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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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通过对很多模考题和高考题进行分析后

发现:这些试题与教材中的例习题或往年的高考题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试题往往是由一些经典

问题改编延伸而来. 因此,在高三复习阶段,要重温

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典型题目,研究历年高考

题,把握命题方向. 下面笔者以一道模考试题为例,
分析条件,从不同解题视角进行解法探究. 再结合

两个高考题,谈谈在高三备考复习中需要关注的问

题.

图 1

1 考题再现

例 1  如图 1,在 △ABC 中,
AB= 4,D 是 AB 的中点,E 在边 AC
上,AE= 2EC,CD 与 BE 交于点 O.
若 OB= 2 OC,则△ABC 面积的最

大值是 .
(2020 年江苏省苏州、无锡、

常州、镇江一模数学试题第 14 题)
从考查知识角度分析,本题主要考查解三角

形、平面向量、阿波罗尼斯圆、函数与导数等相关知

识;从考查思想方法角度分析,重点考查学生的等

价转化、数形结合等数学思想;从考查素养角度分

析,重点考查直观想象、逻辑推理等核心素养.
2 解题视角

处理解三角形问题,通常可以合理选择变量,
利用正余弦定理构造边与角的等量关系,通过合理

消元,构建面积与边或角的函数关系.
视角 1 边化角.
首先可以证明 O 为 CD 的中点,方法如下:

证法 1 (向量角度)设 CO→ =λCD→(其中 0<λ<

1),因为 D 是 AB 的中点,所以

CO→ = λ
2
CA→+ λ

2
CB→.

又因为点 E 在边 AC 上且 AE= 2EC,所以

CO→ = λ
2
CA→+ λ

2
CB→ = 3λ

2
CE→+ λ

2
CB→.

设 BO→ =μBE→(其中 0<μ<1),同理可得

CO→ =μCE→+(1-μ)CB→,
由平面向量基本定理可得

3
2
λ=μ,

1
2
λ= 1-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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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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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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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得 λ= 1
2
,μ= 3

4
,因此 O 为 CD 的中点且 O 为 BE

的四等分点.

图 2

证法 2 (几何角度)如图 2,
过点 D 作 DF∥BE 交 AC 于点 F.
因为 D 是 AB 的中点,所以 F 是

AE 的中点. 又因为 E 在边 AC 上

且 AE = 2EC,所以 CE = EF,即 E
为 CF 的中点. 由 DF∥OE 可知 O
为 CD 的中点.

接着可求△ABC 面积的最大值:

方法 1 设 OD= x,则 OC= x,因为 OB= 2OC,

所以 OB= 2 x. 设∠BOD=α,从而

S△ABC = 4S△BOD = 2 2 x2
 

sin
 

α.
在△BOD 中,由余弦定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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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
 

α= 3x2 -4
2 2 x2

,

于是
 

sin
 

α= 1-
 

cos2α = -x4 +24x2 -16
2 2 x2

,

因此　 S△ABC = 2 2 x2
 

sin
 

α= -x4 +24x2 -16 =

-(x2 -12) 2 +128 ,

当 x= 2 3时,(S△ABC) max = 8 2 .
视角 2 角化边.
方法 2 由方法 1 可知

S△ABC = 4S△BOD = 2 2 x2
 

sin
 

α,

且
 

cos
 

α= 3x2 -4
2 2 x2

.

由
 

cos
 

α= 3x2 -4
2 2 x2

,得

x2 = 4
3-2 2

 

cos
 

α
,

因此 S△ABC = 8 2
 

sin
 

α
3-2 2

 

cos
 

α
.

　 　 对于上述函数表达式,可从“三角函数导数”
“利用辅助角公式结合三角函数的有界性” 以及

“通过构造斜率然后利用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这

3 个解题角度处理,此处从略.
上述两个解题视角都是直接结合题意及图形,

从解三角形角度切入处理. 如果在解题时,基本功

扎实,运算过关,那么基本能求出正确结果.
当然,如果对题意深入挖掘,分析条件 AB = 4

以及 OB = 2 OC,隐含了平面上两点间的距离. 在
解题视角 1 中得到的 O 为 CD 中点且 O 为 BE 四

等分点的结果思考,可以得到以下解题视角.
视角 3 建系构造“隐圆” .

图 3

方法 3  如图 3, 以

BA 所在直线为 x 轴、BA
的垂直平分线为 y 轴建立

平 面 直 角 坐 标 系, 则

B( -2,0),A(2,0) .
由方法 1 可得 O 为

CD 的中点. 设 C ( x0,y0 )

(其中 y0≠0),则 O 1
2
x0, 1

2
y0( ) . 因为 OB = 2 OC,

所以

　 1
2
x0 +2( )

2

+ 1
2
y0( )

2

=

2 · 1
2
x0 -x0( )

2

+ 1
2
y0 -y0( )

2

,　

整理得 (x0 -4) 2 +y2
0 = 32(其中 y0≠0) .

即点 C 在圆心为(4,0)、半径为 4 2的圆(除去与 x
轴的两个交点)上运动,从而

S△ABC = 1
2
AB·h≤2r= 8 2 ,

于是 (S△ABC) max = 8 2 .

图 4

方法 4  由方法 1
可知 O 为 CD 的中点且

O 为 BE 的四等分点,由

OB = 2 OC 及 O 为 CD

中点可得 OB= 2 OD.
因为 BD = 2,所以原问

题可转化为阿波罗尼斯

圆. 如图 4,以 DB 所在直线为 x 轴、DB 的垂直平分

线为 y 轴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则 D( -1,0),B(1,

0) . 设 O(x0,y0)(其中 y0≠0),由 OB= 2OD 可得

(x0 -1) 2 +y2
0 = 2 (x0 +1) 2 +y2

0 ,
化简得 (x0 +3) 2 +y2

0 = 8(其中 y0≠0) .

即点 O 在圆心为 M( -3,0)、半径为 2 2的圆(除去

与 x 轴的两个交点)上运动,从而

S△OBD = 1
2
DB·h≤2r= 2 2 ,

于是 (S△ABC) max = 4(S△OBD) max = 8 2 .
对上述问题的解决,从解法上来说是一题多

解,但从实质上进行分析,是从不同的问题角度进

行思考分析,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一个过程. 通过不同视角的分析,一般地,
在解决此类三角形面积最值问题时,可以从下面的

导图(图 5)出发,探寻思路.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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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无论是命题的背景还是从解题的方法分

析,与以下两道高考试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例 2 若 AB = 2,AC = 2 BC,则△ABC 面积的

最大值是 .
(2008 年江苏省数学高考试题第 13 题)

图 6

例 3  如 图 6, 在

△ABC 中, D 是 BC 的中

点, E 在 边 AB 上, BE =
2EA,AD 与 CE 交于点 O.

若 AB→·AC→ = 6AO→·EC→,则
AB
AC

的值是 .

(2019 年江苏省数学高考试题第 12 题)
从命题构图角度分析,例 1 是例 2 的拓展延

伸;从解法探究角度分析,和例 3 的解题方法有异

曲同工之妙. 因此,在备考阶段,要能够透视高考题

命题信息,把握高考命题方向,科学高效地做好备

考复习工作.
3 备考策略

3. 1　 夯实基础,把握本质

从阅卷情况来看,例 1 的阅卷均分为 0. 3 分

(本题满分 5 分),可以说是非常低的. 究其原因,
主要还是在思维上的障碍,导致障碍发生的关键因

素还是对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技能的掌握不

到位. 因此,在复习中要避免过分依赖教辅,应当立

足教材,紧扣考题,掌握通法,把握本质. 比如本题

虽然是填空压轴题,具有区分度,但其解题方法仍

然是常规方法,在复习中肯定是常有渗透,其本质

就是把三角问题转化为函数问题或者隐圆问题. 特
别地,当涉及最值问题时,常规的想法就是引入变

量构建函数或者不等式;图形问题代数化是解析几

何的本质. 在复习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夯实基础,弄
清、弄懂知识的数学本质,掌握基本解题技能,培养

数学核心思维,如此相关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3. 2　 突出变式,提高能力

“变式教学” 是高三复习常用的教学手段之

一,是提高复习效率的有效保证. 当获得一系列基

本解法后,可以通过改变题目的条件或者设问的方

式,强化对知识和方法的理解、掌握与变通,加深对

问题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 这样,通过变

式把问题进行深化、拓展,通过变式把相关的问题

变成一个系列和一个主题,通过变式把原本单一

的、离散的问题串成一个题组和一个整体.
例如,可以对上述 3 个例题做如下的变式:

变式 1 如图 6,在△ABC 中,D 是 BC 的中点,
E 在边 AB 上,BE = 2EA,AD 与 CE 交于点 O. 若
△ABC 的面积为 12,则△AOC 的面积等于 .

变式 2 如图 6,在△ABC 中,D 是 BC 的中点,
E 在边 AB 上,BE = 2EA,AD 与 CD 交于点 O. 若

AB= 2,AC = 1,AB→·AC→ = 1,则 AO→·EC→ 的值等于

.

变式 3 如图 7,在△ABC 中,AC = 3
2
BC,D 在

边 AB 上且 DC= 2AD,E 是 BC 的中点. 若 AE 与 BD

交于点 O,则CO
AB

的取值范围是 .

图 7 图 8

变式 4 如图 8,在平面四边形 ABCD 中,O 为

BD 的中点,且 OA = 3,OC = 5. AB→ ·AD→ = - 7,则

BC→·DC→ 的值等于 .
变式 5 如图 9,在△OBC 中,已知 A 是 BC 的

中点,D 是 OB 上一点,且 OD→ = 2DB→,DC 和 OA 交

于点 E. 若 OE→ =λOA→,则实数 λ 的值为 .

图 9 图 10

变式 6  如图 10,在平面四边形 ABCD 中,
AB= 4,AD = 2,∠DAB = 60°,AC= 3BC,则边 CD 长

的最小值为 .
变式 7 已知△ABC 的面积为 3,且 AB = AC,

若 CD→ = 2DA→,则 BD 的最小值为 .
通过变式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巩固掌握知

识,更可以让学生体会数学思想,帮助学生深刻认

识数学的本质特征. 对教材提供的经典问题以及对

经典高考题的改编,是高三复习的一条正确之路.
3. 3　 串讲激活,构建网络

高三二轮复习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基础知识、
基本方法,已经具备了基本能力的基础上展开的,

(下转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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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念 背 后 的 “背 后”∗

———以“无理数”教学为例

●何君青　 　 (致远初级中学,江苏
 

南京　 210019)

　 　 摘　 要:
 

无限不循环小数称为无理数,这与有理数的定义并不统一. 学生对无理数这一概念或许是认知上接受,而心

理上并未接受. 若将有理数用小数来诠释,这样就可以与无理数的概念统一起来,认识到无理数和有理数概念间的区别和

联系,对理解这两者大有裨益.
关键词:

 

有理数;无理数;教学实践;数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O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407(2020)10-0022-06

　 　 任何一个数学概念,都有它产生的背景,这些
背景便于我们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让我们感受到它
的合情合理. 概念如何理解,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我们常常研究某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此去了解

每一个概念的背后,但是概念的背后还常常有我们
不知道的很多“背后”,这依然需要我们的思考与
探索. 前不久,笔者开设的一节“无理数”展示课,
其背后的思考颇多,撰文与读者交流.

(上接第 21 页)
复习的重点落在了知识间的综合运用上. 因此,需
要精选典题,以一条明显的逻辑主线串联起相关的
知识、方法、思想,帮助学生构建清晰的知识体系和
思维脉络,把握一类问题的本质和通法.

例如,有这样一个经典题:
例 4 已知△ABC 为等腰三角形,AB = AC,D

是 AC 的中点,且 BD= 3,求△ABC 面积的最大值.
本题的内涵非常丰富,从知识的角度进行分

析,可以串联起正余弦定理、函数与导数、基本不等
式、阿波罗尼斯圆等知识;从培养素养的角度分析,
重点培养学生观察分析、抽象概括、转化化归等能
力. 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经典问题设计复习专题,具
体可以参见文献[1] . 通过方法串讲,达到激活思
维、有效培育“四能”、提升数学核心素养的目的.
此外,本题也是例 2 重要的命题来源.
3. 4　 关注思维,提升素养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强调
教师应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倡导独立思考、
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的学习模式,并在教育过程中
强调重视过程性评价,促进学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
数学核心素养水平的达成. 高三阶段主要任务是复
习,在这一年内,学生将经历一轮、二轮复习,基本

上天天在做题,通过训练,学生的解题速度得到了
一定的提高,但如果一味地追求做题,忽视在复习
过程中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最后可能出现的情
况是高考下来,感觉三年高中数学“白学”了. 数学
离不开思维,因此,在高三复习中,教师要根据学生
的认知规律和思维特点,精选典题,潜心研究教材
内容的呈现方式,通过复习不断发展学生数学抽
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象、数学运算和数
据分析能力,培养学生的“四能” . 关注学生数学思
维能力的提高,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综合问
题.

在高考复习备考中,要注意回归经典问题,注
意回归教材、挖掘教材例习题,研究、分析历年高考
题,把握命题规律. 通过复习,以点带面,进行多维
视角分析,从会做一个题到会做一类题、一串题,真
正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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