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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考改革的数学一轮复习教学实践与策略探究
——以概率与统计为教学研究案例

■徐桂锦

摘 要：教育承担着培养建设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使命和重

任。在当今我国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教育现状需要迫切进行

改变，以便培养符合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高考改革已成既

定事实，但部分教师没有及时转变自己的高考复习思想，不仅

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效率，还不利于学生的学习成长。基于此，

我将以概率与统计为教学研究案例，针对高考改革下的新一轮

复习教学实践和策略展开初步分析，以此希望为同行提供一定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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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是大势所趋。我国教育目标一定程度上局限在

学生的高考分数，学校为了升学率采取机械化的教育操作模

式，教师一遍又一遍地加大学生的作业量，剥夺学生的课余时

间展开授课，这样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心理压力，致使他

们变成只会读书的书呆子，大大地限制了我国的人才输出途

径。所以，为了改变上述现状，我国提出了核心素养培养的高

考改革方向，旨在通过深化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强化学生的思考

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举一反三能力。这就意味着教师

要改变高考复习方向，制定更切合现实情况的教学策略，从而

使学生成为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一、立足教材，紧抓学生的基础知识

全国卷的数学高考试题由国家统一命制，出题范围在高中

数学教材大纲体系中，即使有超出常规的题目出现，也只是换

汤不换药，将教材中的考查要素进行灵活加工和改编。教师要

高度重视高中数学教材，尤其是教材中的课后习题，深度挖掘

教材的内涵，合理运用教材的优势，紧紧抓牢学生的数学基础

知识，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数学公式、数学定理、数学规律等，使

他们触类旁通地学习数学理论，遇到任何熟悉或者相似题型都

能融会贯通，以便在高考中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在引导学生复习“概率和统计”的数学知识时，我将高中教

材中涉及的概率与统计知识进行归类和划分，系统化地总结了

概率与统计中包含的理论知识，比如：随机事件的概率与概率

意义、概率的基本性质、古典概型以及随机数的产生等内容。

在复习过程中，我没有碎片化地讲解概率与统计知识，而是重

新排序了教材内容，利用思维逻辑导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

构建了概率与统计版块的内在结构和内部联系，进一步夯实了

学生概率与统计的理论结构体系，牢牢地抓住他们的基础性知

识，避免了其因为错记公式、定理、定义而丢失分数。

二、分析错题，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习题训练是高考复习教学中必不可少的流程环节。但纵

观以往的教学实践，我发现部分教师依旧遵循题海战术的复习

原则，让学生每天做大量的试卷，纠正和讲解试卷中的错题之

后，这部分教师便不再管理学生对错题的分析、判断和评估，这

样不但会让学生苦不堪言，产生消极情绪，而且容易造成学生

产生错误的学习观点。更重要的是这种复习方式无法让学生

在高考中胜出，学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没有建立决定

数学学习质量的思维模式，就不能运用正确的解题思路和解题

步骤顺利解答问题，必然影响学习效果。教师需要指导学生由

浅入深地分析错题，督促他们构建错题集，在不知不觉中提高

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我归纳了近五年来关于概率与统计的高考数学试题，订正

了正确的答案，但没有直接讲解学生的易错题，而是让同桌之

间展开相互评价和纠错。等做完这项工作之后，我再让学生自

主分析他们的错题，认真倾听其发言，结合学生的回答情况进

行相应补充。在课下，我布置了一项作业，即让学生总结做错

的概率与统计试题，不仅要阐明做错的原因，而且要呈现正确

的解题思路和解题步骤，注释出此题考查的理论知识，从而提

升他们的思考能力。

三、扩展思路，加强学生的方法运用

高考试题的出题类型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新颖化，而一道

题不只有一种解决方法，就如有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个哈姆雷

特。在落后的教育观念支配下，教师只注重学生的学习结果，

只关心学生是否得出正确答案，而不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教

师通常采取一种方法讲解数学练习题，只要学生解答出题目即

可，不知不觉中限制了学生的思考视角。教师在指导学生复习

数学知识时，以强制性灌输的途径复习不紧密衔接的各个知识

点，点与点之间不能形成知识体系，造成学生狭隘的学习思路，

从而使他们失去学习的自信心。因而，教师要扩展学生的学习

视野，加强他们的数学方法运用能力，以不变的姿态拥抱层出

不穷的高考变化。

高考数学试题中会经常出现求解概率的题型，而求解概率

可以利用分层抽样、公式计算、计数原理等方法。我会让学生

利用至少两种以上的方法解决概率问题，对每一种方法做到心

中有数，从而扩展他们的知识面，使其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高考改革已经由文理分科变成必修和选修方式。数学必

修包括函数、几何与代数、统计与概率等知识，选修则包含数学

建模、导数等知识。随着核心素养教育目标的倡导，我国数学

高考试题肯定会进行大变动，教师还要调整复习教学模式中的

不足之处，不断巩固和强化学生的数学知识，从知识与技能、过

程和方法、情感和态度三方面维系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从而

使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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