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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题组教学到核心素养培养

——高三数学第一轮复习的思考

广西北海市第七中学（536000） 李艳玲

［摘 要］在第一轮复习中，通过建构学生知识体系，能提升学生学科素养，通过解题训练能提高学生解题能力，通过题组训练

能拓宽学生的解题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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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要求下的数学教学，不仅仅教会学生课

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数学的思维方式，

让学生在今后的生活中能从数学的角度看问题，有条

理地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 .新高考对数学的要求更注
重对数学应用的考查，题目的命制更加体现综合性和

应用性，试题背景设置贴近生活，具有更深厚的文化

底蕴 .
通过精心组织逐层递进的题目沿着学生的认知

轨迹逐步训练学生的思维，通过设计认知题组、合作

探究题组、检查反馈题组从多个角度呈现知识，剖析

知识的考查维度，提高教学效率，改善传统复习课教

师讲得多、学生动手少的弊端 .
题组教学是核心素养下数学课堂教学的一个较

好且操作容易的一种教学模式，它能让学生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逐步总结规律，发现问题的本质，形成解

决问题的思维模式 .下面笔者谈谈由题组教学走向核
心素养教学的实践 .

一、目标为导向

近年来，高考命题的方向都以核心素养为主线，

提倡发展每位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学生要有良好的

基础知识，但又不拘泥于基础知识的简单重复，学生

必须要能运用知识结合学科的要求解决问题，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体现核心素养的要求 .因此，新的课程
标准要求对原有的教学模式进行改变，要求教师采用

新的教学模式 .
题组教学模式就是在学生掌握课本知识的基础

上利用不同题目、从不同角度去理解数学知识，体会

解题技巧，总结解题规律，从而达到提升数学思维，提

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 .
二、问题为起点

高三学生经常提到的问题是：（1）老师，上课的时
候您讲的题我都能听懂，可是当我拿到新题时大脑里

一片茫然 .（2）我对课本中的定理和定义都记得很清

楚，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用 .（3）考试时见到题目我总
觉得好像见过，但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类似的问题
不胜枚举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学生不
能很好地把碎片式的知识串联起来形成知识体系，更

谈不上灵活运用；对教师讲解的题所涉及的方法缺乏

反思和提炼 .因此，教师课堂上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教
材中抽象的数学学术形态转化为易于学生理解与接

受的教育形态 .
三、教师为主导

教与学在各方面也应有新的方向和突破，数学课

堂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把握和理解知识本质，侧重
引导学生对数学概念、定理和原理的理解，形成知识

网络；（2）多创设问题情境，提出经过学生思考能解决
的问题，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悟概念、原理；

（3）注重学生间的交流和师生间交流，让学生在交流
的过程中产生思维的火花，进一步提升思维品质；（4）
强化知识的运用，实施有效的练习，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
11..重视基础知识的教学重视基础知识的教学，，培养学生能力培养学生能力，，构建高构建高

效课堂效课堂

研究定义和公式的生成过程就是了解数学知识

的本质的过程，任何数学的解题途径都是在定义的基

础上进行升华的，教师应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知识体

系和网络，这样才能把握知识的本质 .只有让学生理
解知识的生成过程，才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寻求

最佳的解题方法 .因此，教会学生正确理解定义、定
理，其实就是教会学生研究问题的方法 .在引导学生
理解这些基本方法的过程中还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

生构建知识网络，要把零散的知识串起来并熟悉知识

间的联系，为综合运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例如，在复习
《正余弦定理》时，首先要求学生自主根据思维导图

（如图1）熟悉公式和定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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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在课本中找出以下常见的题型：

（1）三角形个数的判断，已知两角和一边、已知两
边和一边的对角的三角形个数判断的依据 .
（2）解三角形，利用已知的边角关系求其余的量，

或者求解其余量的范围 .
做题完后要求学生总结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 .
22.. 把好选题关把好选题关，，增强训练的有效性增强训练的有效性

教师必须结合教材，广泛参阅资料，选出能有效

提升学生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的题 .特别要关注高考
试题，因为高考题在题目的难易程度和重难点的把握

上都极其到位，多参考高考题更能把握好高考命题的

难度与方向 .根据题目的难度对不同程度的学生提出
不同的要求，有效的分层教学可以让各层次的学生体

验成功的快乐，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布置作业
也要做到少而精，以及难度和时间的平衡，并在学生

完成作业后，引导他们习惯对解题方法进行总结，不

断积累好的解题思路 .长此以往，学生的数学素养才
能有效提高 .

33.. 注重变式教学注重变式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一轮复习绝不仅仅是数学知识的简单再现，更重

要的是教会学生能用数学思维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因
此，在教学中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遇到的问题进

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
［例1］设△ABC的内角 A，B，C的对边分别为 a，

b，c，且 bsin A = 3cos B，
（1）求角B的大小；
（2）若 b = 3，sin C = 2 sin A，求a，c的值 .
变式 1：条件变为“若2sin AcosB = sin C”，那么，

△ABC的形状是 .
变 式 2：条 件 变 为“若a2 + b2 - c2 = ab”，且

“2cos Asin B = sin C”，确定△ABC的形状 .
变式 3：条件变为“若△ABC的三个内角满足sin A

∶sin B∶sin C=5∶11∶13”，则△ABC的形状 .
这样不断变换题目的条件、形式，可以让学生在知

识运用的过程中把握问题的本质，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 .
四、以学生为主体

传统的复习课模式基本是教师归纳好详细的知

识点，板书在黑板上，然后用例题不断强化知识点的

理解和运用 .整堂课，教师在不停地讲，学生在不停地
记，师生都付出很多的精力，但结果却事倍功半 .如果
能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那么必将极

大地提高复习效率 .而让学生自主学习，不是简单地
让学生自习，而是要求教师预先对要复习的内容设计

出一系列的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这样才

能不断拓宽思路，养成遇到问题能主动去思考的习惯 .
［例2］给出题组

1.设△ABC的内角 A、B、C的对边分别为 a、b、c.

若a = 2，c = 2 3，cos A = 3
2 且 b < c，则 b =（ ）.

A. 3 B. 2 2 C. 2 D. 3
2.设△ABC的内角 A，B，C的对边分别为 a，b，c，

若a = 3，sin B = 12，C =
π
6，则 b =（ ）.

3.在△ABC中，若 sin A
a
= cos B

b
，则B的值为（ ）.

A. π6 B. π4 C. π3 D. π2
给出题组后要求学生思考：（1）已知条件是什么？

问题是什么？（2）已知条件与问题间的联系是什么？
（3）根据条件和问题如何建立较为合理的一个求解的
计划？你能否验证这个论证？还有别的方法吗？

通过让学生训练以上题组，引导学生自己总结三

角形形状的判断方法：（1）利用定理结合条件化角为
边，通过数学恒等变换，求出边与边之间的关系进行

判断；（2）利用定理化边为角，利用三角变换得出三角
形内角之间的关系进行判断；（3）进行判断时注意角
是否唯一，注意挖掘隐含条件和三角形内角的范围确

定角 .
让学生在解题后进行这样的反思，完善前面自己

总结的解题方法，对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将大有益

处，是构建高效课堂的保证 .
坚持采用这样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从不同角度了

解定理的呈现方式，熟悉利用定理解三角形的通法，有

效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的思维由“低阶思维”

向“高阶思维”转变，把“肤浅掌握”转化成“深层运用”，

引领学生自主建构已有知识框架，丰富自身知识结构，

对每节课都充满信心和希望，提升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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