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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复习如何提升数学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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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三的数学复习是在做大量的习题和多次的模
拟考试中进行的，学生的运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
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 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
高较弱，结果事倍功半。因此，教师必须研究数学复习方法，提
高课堂教学效率。其中，利用习题的变式训练将一个题目适当
变换、 变化为多个与原题内容不同， 但解法相同或相近的题
目，有利于扩大学生视野，深化知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
而提高解题能力， 更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增强求知
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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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探究为主线、思维为核心

的新课改教学思想，笔者认为要想提高高三数学复习的效率，
达到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目的， 就应从重视习题的变式训练
开始。 高三复习如果对一些内涵和外延比较丰富的题目不作
适当引申、拓展组织教学，很多学生的学习会处于“知其然而
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对知识的掌握缺乏系统性，很难对付
“能力立意”的高考试题。
因此，在紧张的高三复习中，有必要提倡以一题多变的形

式组织教学，从“变”中总结解题方法，从“变”中发现解题规
律，从“变”中发现“不变”，引导学生多思多想，养成在学中求
异，学中求变的习惯，使学生学一道题，会一类题，加深对问题
实质的理解和掌握，增强应变能力，建构知识的条理性和系统
性。

一、做好一题多变，重选题关
要做好选题工作， 要求教师课外做足功夫， 通过博览群

书，钻研教材中的典型例题、习题，历年全国卷高考试题、模拟
试题，新的课程标准、考纲等内容，然后精心挑选题目，认真比
较、总结、反思和探索，才能在课堂上站在全局的高度把握相
关的数学知识，提高复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正如宋朝大文
学家苏轼所言：“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

二、做好一题多变，过变题关
选好题目以后，要做好“变”字文章，发挥例题的增值功

能。“变”是一题多变的关键和核心，“变”的精髓和价值在于求
证“为何要变”“如何去变”的过程，让学生在问题的认知、探
索、发现、设计、解决、创造等全过程、全方位、深层次的主体
性、实质性地参与，并从中获得对问题的深刻理解，不断促进
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因子的生成和积聚， 达到元认知能力的本
质提高，形成一种积极、主动、探究的高效学习方式，真正成为
学习的主人。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一题多变的两
类常见变题方法。

（一）延伸拓宽，类比变题
类比变题， 是指对原来问题条件或结论的知识载体进行

类比引申，把相关知识进行迁移、运用，变出的问题结构与原
题基本相同的一种变题方法。简言之，类比变题是由特殊到特
殊的变题方法。类比推理的思想，是新课标新增加的一个知识
点，因此，启发学生类比变题，不但能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起到
促进作用，同时对于开阔学生视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培养
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例 1：若函数 y=3cos(2x+φ)的图象关于点( 4π
3 ，0)中心对

称，那么|φ|的最小值为（ ）。
A、π6 B、π4
C、π3 D、π2
变式一、如果函数 y=3sin（2x+φ）的图象关于点( 4π

3 ，0)中

心对称，那么|φ|的最小值为
变式二、如果函数 y=3cos（2x+φ）的图象关于直线 x= 4π

3
对称|φ|，那么|φ|的最小值为

变式三、如果函数 y=3sin（2x+φ）的图象关于直线 x= 4π
3

对称，那么|φ|的最小值为
通过这些变式及解答，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又把三

角函数的中心对称、轴对称问题做了系统的复习，同时比较了
不同三角函数对称的异同点。

纵观高中数学，很多知识之间存在联系，可以类比的知识
载体很多，如函数中的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幂函数等方面的
题目可以相互类比； 数列中的等差数列与等比数列的题目可
以相互类比；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甚至是圆方面的题目可以
相互类比；平面几何问题与立体几何问题可以相互类比等等。
因此，只要教师善于钻研、总结相关知识，在课堂上开展类比
变题教学并不难。

（二）揭示本质，归纳变题
归纳变题，是指对一道特殊问题的条件、结论以及问题的

结构进行归纳总结，得到这道特殊问题的一般题型。 简言之，
归纳变题是南部分到整体、由特殊到一般的变题方法。归纳推
理的思想，也是新课标新增加的知识点，在教学中启发学生归
纳变题，不但能使学生所学数学知识得到浓缩和升华，也培养
了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

例 2：若数列{an}满足 a1-1,an+1=2an，则 an= 。
变式一、若数列{an}满足 a1-1,an+1=2an+2n+1，则 an= 。
变式二、若数列{an}满足 a1-1,an+1=2an+3n，则 an= 。
变式三、若数列{an}满足 a1-1,an+1=2an+3n+1，则 an= 。
实践证明，引导学生对典型例题的解法进行总结、回味与

提炼，能使学生“变重解题的数量为重解题的质量和解题后的
反思”，教师要力求做到让学生吃透一道题，掌握一类题，悟出
一些方法、道理，尽快从题海中解放出来。 高三复习不是在同
一水平上的重复，需要创造性地将知识、能力和思想方法在更
多的新情境、更高的层次中不断地、反复地渗透，才能达到螺
旋式的再认识、再升华。

（三）回归教材，着眼高考
我国著名的数学教师宋庆生先生说过 “学习数学的只要

目的在于解题，掌握数学就意味着善于解题.”教师是解题的
探路人，教材是解题的源泉，教师需要立足教材，着眼高考。向
量是数学和其他一些学科进行研究的重要而有力的工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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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是连接代数和几何的桥梁之一。 通过向量可以把几何问
题和代数问题有机结合，通过代数运算得到几何关系，也可以
给代数赋予几何直观。 高考向量的考点基本来源于教材可以
利用向量的几何意义和代数运算解决， 也可以建立直角坐标
系来解决，解法灵活多样。 下面我们从必修四（人教 A版）的
第二章《2.4 平面向量的数量积》教材例题出发，探讨数量积
的常见解题方法。
对比向量的线性运算，我们发现，向量线性运算的结果是

一个向量，而两个向量的数量积是一个数量，而且这个数量的
大小与两个向量的长度及其夹角有关。 我们教材中讲解数量
积，设置三个例题，着眼高考，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求
解数量积。

教材 P104，例 1：已知|a|=5，|b|=4，a 与 b 的夹角 θ=
120°，求 a·b。
教材 P105，例 3：已知|a|=5，|b|=4，a与 b夹角 θ=60°，求

（a+2b）·（a-3b）。
教材 P107，例 6：已知 a=（5，-7），b=（-6，-4），求 a·b。
下面我们立足教材， 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求解平面

向量的数量积：定义法、向量分解法、坐标法。
例 3：（2019 全国新课标 I 理）已知向量 ab，满足|a|=2

|b|，（a-b）⊥b则 a与 b的夹角为（ ）。
A.π6 B.π3
C. 2π3 D. 5π6

【分析】试题给出有一定长度关系的两个非零向量，考查
了向量的概向量的位置关系与长度、 向量的运算和向量运算
的几何意义等知识点，考查的内容来源于教材。可以运用定义
法求夹角等基本量。
教材 P105，例 3：已知|a|=5，|b|=4，a与 b的夹角 θ=60°，

求（a+2b）·（a-3b）。从例 3中我们可以运用数量积的运算律结
合定义法进行求解， 此类题型我们可以理解为当已知平面向
量中的基底 e1,e2（|e1|,|e2|，e1,e2夹角）任何向量 a,b都可以表
示为 a=λ1e1+μ1e2,b=λ2e1+μ2e2。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
a.b=(λ1e1+μ1e2)(λ2e1+μ2e2)=λ1λ2e1

2+(λ1μ2+λ2μ1)e1e2+μ1μ2e2
2，

得到数量积。在平时的教学中求数量积最常见的方法，在高考
中也是高频考点， 我把这种求解向量数量积的方法称为向量
分解法。

例 4：（2018天津文）在如图的平面图形中，已知 OM=1.
ON=2,∠MON=120°

BM =2MA ,CN =2NA则BC·OM的值为（ ）。
（A）-15 （B）-9
（C）-6 （D）0
教材 P107，例 6：已知 a=(5,-7)，b=(-6,-4)，求 a·b。

坐标法运算是最简单的方法，是学生优先考虑的方法，所
以在向量运算的过程中需要优先考虑坐标法进行运算， 在高
考中也是常见的考点，在进行向量数量积运算时，若能用坐标
法进行运算，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在教学中我们
要求学生优先考虑坐标法。

例 5（2020年全国新课标 II理科）已知单位向量 a,b的夹
角为 45°，ka-b与 a垂直，则 k= 。

【分析】试题考查单位向量的概念，平面向量的夹角、平面
向量的运算及用数量积刻画两个向量垂直的方法， 我们也可
以通过坐标法快速、准确的解决问题。

【解析】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

则 a=(1,0)b=( 2√
2 , 2√

2 )，ka-b=(k- 2√
2 ,- 2√

2 )，

由题意得(ka-b)·a=0所以 k= 2√
2 。

在复习过程中，课堂教学不能仅停留在习题本身，应该重
视对已有题型的挖掘、延伸，使学生加深对原题的理解，提高
学生解题的灵活性，更应注重激发兴趣和求知欲，注重意识、
思想和认识方法的神态以及能力的培养， 只有这样的复习才
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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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水平发展，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
用。为此，相关工作人员要综合考虑环境污染、茶园管理不科
学等问题，在茶园栽培技术的应用背景下，通过开展相关实
验，加强茶园的病虫防治工作，为进一步提高茶叶质量和产
量，促进茶叶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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