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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插章末专题复习，提升高三一轮效能
———以“三角形中的最值问题”为例

　江苏　张朋举

　　一、问题提出

在高三一轮复习期间，学生们往往是有 题 就 做，不 对 知

识和方法进行梳理，头脑中的方法是孤立和零散 的，如 此 反

复的训练，不仅没能形成自己的解题思维，反而造 成 思 维 僵

化．如果教师们的教学又仅停留在就题讲题的层 面，就 不 能

促使学生对解题 方 法 形 成 结 构 化，从 而 导 致 学 生 有 很 多 方

法联想不起来或 选 用 不 合 理，一 轮 复 习 后 学 生 的 学 习 就 会

停滞不前，提升空间很小．

“章末专 题”复 习 是 指 对 某 一 章 内 容 进 行 过 一 轮 复 习

后，围绕本章复习的重点和关键点进行设计，以一 个 主 题 为

研究中心，从“最原始”的概念开始，利用具有紧密 相 关 性 的

知识和方法形成 专 项 研 究 的 一 种 教 学 方 法，其 具 有 见 微 知

著的功效，能够有效帮助学生建立知识间的联系，促 进 学 生

高效学习．笔者所在学校的高三备课组，为了使复 习 更 具 成

效，让学生及时对一章内容的基本问题进行归类，在 短 时 间

内习得解决一类问题的方法，通过研究和实践，提 出 了 在 一

轮复习中穿插章末专题的复习模式，收效显著．以 下 笔 者 以

“三角形中的最值问题”的教学为例，谈谈具体做 法，不 妥 之

处还请批评指正．

二、专题复习的设计

１．问题归类，联想方法

教师对专题中的 基 本 问 题 进 行 归 类，确 定 解 决 此 类 问

题完整、清晰的 方 法，遵 循“先 方 法 后 选 题”的 原 则，编 制 课

前检测（以下简称：前测）训练内容，要求一个基本 问 题 对 应

一个题目，或者一 题 多 问，选 取 的 题 目 要 与 方 法 直 接 对 应，

并要求学生利用 课 外 时 间 独 立 完 成．这 样 不 仅 可 以 了 解 学

生对本专题的掌 握 情 况，而 且 还 能 帮 助 学 生 通 过 题 目 对 问

题进行归类，发现一类问题的基本特征，联想出相 关 的 结 论

或方法．基本操作流程如下：

教师准备：

制定学习目标

↓

根据“先方法后选题”的原则编写前测

学生准备： ↓

学生利用课外时间独立完成前测

↓

学生形成对一类问题基本特征的认识

↓

上交反馈

教师准备： ↓

批改，了解学情，挑选样本

“三角形中的最值问题”的基本问题大致有 三 类：（１）与

角有关的最值问题；（２）与边有关的最值问题；（３）与 周 长 或

面积有关的最值问题．其处理思路有以下三个方向：思路１，

化角处理，即利用正余弦定理、三角形边长的隐 含 条 件 等 将

边化为角，最终转化为求三角函数的最值问题；思路２，化边

处理，即利用正余弦定理、三角形内边的隐含条 件 等 将 角 化

为边，最终转化为 一 元 函 数 求 最 值 或 者 转 化 为 二 元 函 数 利

用基本不等式处理；思路３，结合图形特征，化为平面几何或

解析几何模型，最终利用几何性质，通过数形结 合 解 决 最 值

问题．基于以上分析，笔者选择如下３道前测试题．

（１）在△ＡＢＣ中，ａ，ｂ，ｃ分 别 为 角Ａ，Ｂ，Ｃ的 对 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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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ｏｓ　Ｂ＝２ｂｃｏｓ　Ａ，则ｔａｎ（Ａ－Ｂ）的最大值为 ．

（２）在△ＡＢＣ中，ａ，ｂ，ｃ分 别 为 角Ａ，Ｂ，Ｃ的 对 边．若

３ａｃｏｓＣ＋ｂ＝０，则ｔａｎＢ的最大值是 ．

（３）已知ａ，ｂ，ｃ分别为△ＡＢＣ的三个内角Ａ，Ｂ，Ｃ的对

边．若ａ＝２且Ａ＝π３
，则△ＡＢＣ面积的最大值为 ．

分析：前测（１）对 应 思 路１，前 测（２）对 应 思 路２，前 测

（３）对应思路３，学生通过前测３个问题的解决，不仅回顾了

解决这类问题的 思 路，还 形 成 了 对 这 类 问 题 的 基 本 特 征 的

认识．前测的设置不仅促进了学生的“学”，而且还 促 进 了 教

师的“教”，教师通过及时批改前测试题，很好地诊 断 了 学 生

的学情，进而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

２．师生对话，提炼方法

对数学问题的 有 效 解 决 不 仅 仅 表 现 为 对 问 题 的 思 考，

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之间对问题的深度对话，更 是 对 数

学实质的一种思 辨 和 表 达；有 效 的 生 生 和 师 生 对 话 不 仅 能

缩短师生之 间、生 生 之 间 的 思 维 落 差，以 实 现 思 维 同 频 共

振、互动耦合、螺旋上升，也能让学生从知识 到 方 法，再 到 运

用中形成数学思 想．通 过 前 测 的３道 题 的 训 练 及 学 习 展 示

的样本方法，学生 已 经 初 步 了 解 本 专 题 要 研 究 的 基 本 问 题

和基本方法，因 此，在 本 环 节 中，教 师 要 因 势 利 导，提 出 问

题，引发生生、师生 的 深 度 对 话，在 对 话 中 互 相 修 正、补 充、

启发，从而激发学生的认知活动，最终共同构建出 解 决 此 类

问题的方法结构图，达到对方法的整体认识．

教学片断１：

师：通过对前测的训练与思考，结合刚刚 展 示 的 几 位 同

学的解题方法，大 家 对 这 类 问 题 有 什 么 认 识？先 进 行 组 内

讨论．

生１：这类最值 问 题 可 分 为 求 角 的 最 值（如 前 测１、２）、

求边的最值、求面积的最值（如前测３）三种类型．

生２：处理这类问题，需 要 用 到 正、余 弦 定 理，三 角 形 内

角和定理、三 角 形 面 积 公 式、辅 助 角 公 式 和 基 本 不 等 式 等

知识．

生３：通过自己的思 考 和 学 习，发 现 解 决 这 类 问 题 基 本

上有三种 思 路：一 是 边 化 角，转 化 为 三 角 函 数 最 值 问 题；

二是角化边，转化为一元函数或二元函数的最 值 问 题；三 是

结合图形特征，化为平面几何或解析几何模型．

生４：根据已知条件 和 问 题 的 特 征 合 理 选 择 三 种 思 路．

一般地，当题目条件所给的边或者正弦值为齐 次 式 时，可 以

运用正弦定理进 行 边 角 转 化．而 如 果 出 现 边 的 二 次 或 者 两

边之积时，符合余弦定理的特征，则可考虑用余 弦 定 理 进 行

边角转化．当然，当 三 种 思 路 均 可 行 时，选 择 运 算 简 洁 又 能

讲清楚、写明白的思路．

师：生４为我们解这类题提供了清 晰 的 解 题 方 向．同 学

们，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能不能将生４提供 的 方 法 以 结 构

图的形式呈现呢？

最终通过生生、师生对话和教师的及 时 帮 助，形 成 如 下

可操作的方法结构图：

分析：通过生生、师 生 的 深 度 对 话，引 入 解 题 方 法 结 构

图，既方便学生解 题 时 操 作，也 方 便 课 后 复 习，还 可 以 让 学

生对解题方法的 形 成 过 程 有 深 刻 的 体 会，帮 助 学 生 理 清 问

题、已经储存的主要知识点和零散的解题方法 之 间 的 联 系，

在解题时迅速迁移出所储备的知识和方法，产 生 方 法 联 想，

让学生学会思考数学问题，进而形成自己的解题思维．

３．选择方法，解决问题

虽然学生在头脑 中 储 备 了 方 法 结 构，但 涉 及 综 合 性 问

题，学生会出现无 法 归 类，无 法 与 方 法 结 构 建 立 联 系，或 归

类后无法判断哪 种 方 法 更 合 理、更 简 洁 的 问 题．因 此，教 师

可以选择涉及几类问题或多种思路的综合问题进行 例 题 教

学，教师通过 回 归 方 法 结 构，引 导 学 生 对 例 题 进 行 类 型 识

别、回归方法结构联想方法．如“三角形中最值问 题”设 置 如

下的例题．

例：已知△ＡＢＣ的内角Ａ，Ｂ，Ｃ的对边分别为ａ，ｂ，ｃ，若

ｂ＋ｃ＝２ａ且ａ＝６，求△ＡＢＣ面积的最大值．

利用方法结构图中的三种思路，得到如下解题方法：

思路１：化边为角处理，由ｂ＋ｃ＝１２，ｃｏｓＡ＝ｂ
２＋ｃ２－ａ２
２ｂ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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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２－２ｂｃ－３６
２ｂｃ ＝１０８－２ｂｃ２ｂｃ ＝５４ｂｃ－１

，所 以ｂｃ＝ ５４
ｃｏｓ　Ａ＋１

，

△ＡＢＣ的面积Ｓ＝１２ｂｃｓｉｎＡ＝
２７ｓｉｎＡ
ｃｏｓ　Ａ＋１．

针对这个式子有如

下三种解法：

解法１：因为ｂｃ≤ ｂ＋ｃ（ ）２
２

＝３６，所 以ｃｏｓ　Ａ≥１２
，又 因

为０＜Ａ＜π，所以Ａ∈ ０，π（ ］３ ，由于Ｓ′＝ ２７
ｃｏｓ　Ａ＋１＞０

，所以

Ｓ在 ０，π（ ］３ 上单调递增，故Ｓｍａｘ 槡＝９　３．

解法２：Ｓ＝２７ｓｉｎＡｃｏｓ　Ａ＋１
，Ａ∈ ０，π（ ］３ ，利 用 二 倍 角 公 式 化

简得Ｓ＝２７ｔａｎＡ２
，因为Ａ∈ ０，π（ ］３ ，则Ａ

２∈ ０，π（ ］６ ，由正

切函数在 ０，π（ ］６ 上单调递增可得Ｓｍａｘ 槡＝９　３．

解法３：已 知Ａ∈ ０，π（ ］３ ，令ｘ＝ｃｏｓ　Ａ，ｘ∈ １
２
，［ ）１ ，

ｙ＝ｓｉｎＡ，ｙ∈ ０，槡３（ ］２ ，则ｘ２＋ｙ２＝１，所以Ｓ＝２７ｙｘ＋１
，问题转

化为点Ｃ（－１，０）和 圆 弧 上 的 点 连 线 的 斜 率 的 取 值 范 围 问

题，不妨记圆弧的两个端 点 分 别 为Ａ（１，０），Ｂ １
２
，槡３（ ）２ ，如

下图所示：由ｋＢＣ＝槡３３可得Ｓｍａｘ 槡＝９　３．

思路２：利 用 化 角 为 边 处 理，由ｂ＋ｃ＝１２，ｃｏｓ　Ａ＝

ｂ２＋ｃ２－ａ２
２ｂｃ ＝

（ｂ＋ｃ）２－２ｂｃ－３６
２ｂｃ ＝１０８－２ｂｃ２ｂｃ ＝５４ｂｃ－１

，又 因

为０＜Ａ＜π，所以ｓｉｎＡ＝ １０８ｂｃ－５４槡 ２

ｂｃ
，△ＡＢＣ的面积Ｓ＝

１
２ｂｃｓｉｎＡ＝

１
２ １０８ｂｃ－５４槡 ２，又ｂｃ≤ ｂ＋ｃ（ ）２

２

＝３６，所 以

Ｓｍａｘ 槡＝９　３．

思路３：利用几何特征处理，具体做法如下：以ＢＣ所 在

直线为ｘ轴，ＢＣ的中垂线所在直线为ｙ轴建立平面直角坐

标系，则Ｂ（－３，０），Ｃ（３，０），于 是ＡＢ＋ＡＣ＝１２＞ＢＣ，因 此

点Ａ的轨迹为以Ｂ，Ｃ为焦点的椭圆（除去左右两个顶 点），

如下图所示，其方程为ｘ
２

３６＋
ｙ２
２７＝１

（ｘ≠±６），故当点Ａ移动

到椭圆的 上 端 点（或 下 端 点）时，△ＡＢＣ 的 面 积 取 最 大 为

Ｓｍａｘ 槡＝９　３．

分析：通过回归方法结构，学生学会将 新 问 题 与 已 有 的

方法结构建立联 系，进 而 更 准 确、更 迅 速 地 提 取 方 法，促 进

思维联想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而达到方法结 构 的 迁 移．更

重要的是通过回归方法结构，对问题进行多视 角 探 究，学 生

的思维得到了锻 炼，分 析 问 题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得 到 了 提

升，这对于学生是终身受益的．

４．反馈练习，提升素养

现代系统科学的 反 馈 理 论 指 出：任 何 系 统 只 有 通 过 反

馈信息，才能实现控制，教学也是如此．在 课 后，教 师 通 过 采

取科代表普查、教 师 抽 查 等 形 式 来 监 督 学 生 及 时 对 专 题 讲

义进行整理，并运用各种解法重新试做一遍讲 义 上 的 例 题，

理解方法的选择和优化，为学生回归方法结构 提 供 重 复、可

见的资料，加强对认知结构的巩固．除此之外，教师还会依据

本专题所涉及的方法选择小题和涉及几类问题 或 几 种 方 法

的综合问题，设 置 反 馈 练 习，练 习 一 般 以１０道 题 左 右 为 宜，

促进学生对本专题的方法结构的巩固，提高学生回归方法结

构的意识．对反馈练习进行讲评 时，应 基 于 讲 义 中 的 方 法 结

构联想，以方法结构作为迁移点，不断引导学生联想与回归，

突出方法结构的应用，提升方法 结 构 应 用 的 针 对 性．还 应 引

导学生每周安排时间复习方法 结 构，分 析 错 误 原 因，思 考 方

法的选择和优化，回顾方法结构，加强对知识迁移的巩固．

三、结束语

总之，高三的一 轮 复 习 不 应 只 是 对 知 识 点 和 方 法 的 简

单重复，应该做到在温故知新的基础上，进一步 丰 富 学 生 的

方法联想能力，构建方法结构的章末专题复习 模 式，不 仅 让

学生对解决一类 问 题 的 基 本 方 法 形 成 结 构，还 让 学 生 学 会

通过回归已有的认知结构，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简 单 问 题 明

朗化，这 对 突 破 学 生 的 数 学 思 维 障 碍 起 到 极 其 重 要 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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