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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高三一轮复习中教师应以课标为引领，以高考评价体系为导向，以深度学习理论为指导．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要围绕学科核心素养，立 足 教 材，借 助 真 题，帮 助 学 生 厘 清 基 本 概 念，建 构 知 识 体 系，内 化 通 性

通法，着力提升学生数学思维品质，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关键词　深度学习；高三数学；一轮复习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４－１１７６（２０２３）０８－００４１－０４

１　 一轮复习存在的问题及其分析

一轮复习时间紧内容多，大多数学校以一轮

复习资料或各学校自编讲义为主，很多教师知道

要回归教材但又不知怎样回归，想在课堂上给学

生预留时间但 又 怕 完 不 成 教 学 任 务.如 何 在 教 学

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等一些问题给一线教

师带来了教学的矛盾与困惑.究其原因，是新高考

改革时间不长，不少教师还没有改变原有教学方

式，再 者 教 者 不 了 解《普 通 高 中 数 学 课 程 标 准

（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不清楚《中国高考评价

体系》和《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以至于不 知

道高考考查的目的和需要培养学生具备怎样的能

力.对于高三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完全通过刷题

来提高数学成绩，注重强化解题套路，对非常规方

式呈现的试题就束手无策；对书本中的阅读知识

没有应用意识，缺乏强烈的问题意识，在阅读中不

注意体会问题本质；知识体系不够完善，综合能力

比较欠缺，缺少对题型的感悟与知识的梳理.

２　 一轮复习要回归教材追溯本质

深度学习在教育领域侧重于学生的学习方式

的改进，对知识的迁移应用以及对学生高阶思维

的培养.深度教学就是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将知

识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构

建整体的知识体系，促进其核心素养发展［１］.为此，

一轮复习首要的策略就是回归教材，追溯知识的发

生发展过程，追溯知识背后丰富的数学思想方法.
２.１　 回归教材，辨析概念本质

一轮复习时很多知识学生已学过但记忆比较

模糊，甚 至 有 些 遗 忘.有 些 学 生 对 某 一 模 块 不 熟

练，但对其他的模块相对比较熟练.因此一轮复习

是对基本概念的梳理与巩固，重视概念的应用、理
清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让学生对知识概念

有更新更深入的认识.
苏教版必修一第１１９页的“探究拓展”中不仅

对函数图象关于点对称或直线对称做了拓展，还

可由此引导学 生 提 炼 一 般 规 律：关 于 点（ａ，ｂ）对

称的函数表达式可表示为ｆ（ｘ）＋ｆ（２ａ－ｘ）＝
２ｂ，关于直线ｘ＝ａ对称的函数表达式可表示为

ｆ（ｘ）＝ｆ（２ａ－ｘ）.很多学生对周期性表达式与对

称性表达式容易混淆，如“若ｆ（ｘ＋ａ）＋ｆ（ｘ）＝
ｃ（ａ≠０），则Ｔ＝２ａ”“若ｆ（ｘ＋ａ）＋ｆ（ｘ＋ｂ）＝
ｃ（ａ≠ｂ），则Ｔ＝２｜ａ－ｂ｜”，从表达式看的确与

对称性有相似，但周期的代数表达式中是括号内

的差值为常数，而对称性的代表表达式中则是括

号内的和为常数.
例１　（２０１８全国Ⅱ卷文第１２题）已知ｆ（ｘ）

是定义域为（－∞，＋∞）的奇函数，满足ｆ（１－
ｘ）＝ｆ（１＋ｘ）.若ｆ（１）＝２，则ｆ（１）＋ｆ（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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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５０）＝（　）.
Ａ．－５０　　　Ｂ．０　　　Ｃ．２　　　Ｄ.５０
解　由ｆ（１－ｘ）＝ｆ（１＋ｘ）且ｆ（ｘ）为奇函

数，得－ｆ（－１＋ｘ）＝ｆ（１＋ｘ），于是ｆ（ｘ）为周

期函数，Ｔ＝２｜（１＋ｘ）－（－１＋ｘ）｜＝４.又ｆ（０）＝
０，故ｆ（２）＝ｆ（０）＝０，ｆ（－１）＝－ｆ（１）＝－２，从
而ｆ（１）＋ｆ（２）＋ｆ（３）＋ｆ（４）＝０，故ｆ（１）＋
ｆ（２）＋…＋ｆ（５０）＝ｆ（１）＋ｆ（２）＝２.

从教材基本概念入手，指导学生认识知识点

间的区别与联系，搭建知识点交汇的桥梁，获得数

学概念和规则.在建立知识框架体系的过程中，让

学生对知识的本质有更深入的认识，能灵活地应

用概念.
２.２　 深究教材，拓展知识广度

教师站得高，才能引领学生看得远，教师是学

生学习的引路人，教师站立的高度决定了学生的

视野.课堂教学必须突出强烈的问题意识，让学生

在阅读感悟中体会问题本质，我们除了要钻研所

教教材中的概念，更要研究与教材概念相关联的

知识，拓 展 学 生 的 知 识 广 度、提 高 学 生 的 解 题

能力.
例２　（２０２０全国卷Ⅱ理科第２１题（２））已知

函数ｆ（ｘ）＝ｓｉｎ２　ｘｓｉｎ（２ｘ），证明：｜ｆ（ｘ）｜≤ ■３　３
８
.

本题可利用苏教版必修一第６６页“阅读与探

究”中的基本不等式的推广进行证明.
证 明　ｆ２（ｘ）＝ｓｉｎ４　ｘｓｉｎ２（２ｘ）＝４ｓｉｎ６　ｘｃｏｓ２　ｘ＝

４ｓｉｎ６　ｘ（１－ｓｉｎ２　ｘ）＝
４
３
ｓｉｎ２　ｘｓｉｎ２　ｘｓｉｎ２　ｘ（３－

３ｓｉｎ２　ｘ）≤
４
３
３ｓｉｎ２　ｘ＋３－３ｓｉｎ２　ｘ

４（ ）４＝２７６４，当
且仅当ｓｉｎ２　ｘ＝３－３ｓｉｎ２　ｘ 即ｓｉｎ２　ｘ＝

３
４

时取等

号，故｜ｆ（ｘ）｜≤ ■３　３
８
，得证.

此类阅读题不仅能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更能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灵活运用.纵观近几

年的高考试卷，都没有突破高中数学知识范围，更
没有超越教材以外的内容.因此，教师在教学中不

仅要把“四能”提升作为教学的主要任务，还应渗

透数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３　 一轮复习要围绕学科核心素养

作为一线教师，对素养导向下的高考评价体

系的理解与实践，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数学试题

的分析.而高 中 生 解 题 更 多 的 是 根 据 经 验 积 累 与

直观感觉，缺少对题型的感悟与对知识的梳理.教
师对一类典型问题的通性通法进行讲解，有利于

学生掌握解题方法，有助于学生形成基础知识网

络结构，使学生知识能力被梳理得脉络清晰［２］.学
生在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将经验内化，养成解

决问题的常规方法，在知识建构和思想引领中形

成自我解题方法和思维模式，实现思维的内化.
如在教材数列求和中，对于｛（ｋｎ＋ｄ）（ｂ１ｑｎ）｝型

数列我们通常用错位相减的方法，而对 １
ａｎａｎ＋１｛ ｝型

数列用 裂 项 相 消 的 方 法.以２０２１年 高 考 真 题 为

例，用错位相减法的题型分布在新高考Ⅰ卷第１６
题、浙江卷第２０题、全国乙卷文科第１９题.而很多

学生对错位相减法容易记住，但计算比较困难，容
易出错且不容易化简.对此，可以加强题 型 训 练，

将这两种方法合二为一，都转化为裂项相消法，方
便学生记忆并减少计算出错，不失时机地提高学

生的运算素养.
例３　（２０２１浙江卷第２０题（２））求数列ｂｎ＝

（ｎ－４）
３
４（ ）ｎ 的前ｎ项和Ｔｎ.

解　可令ｆ（ｎ）＝（ｋｎ＋ｂ）
３
４（ ）ｎ，ｂｎ＝ｆ（ｎ＋

１）－ｆ（ｎ），于是，ｂｎ＝［ｋ（ｎ＋１）＋ｂ］
３
４（ ）ｎ＋１－

（ｋｎ＋ｂ）
３
４（ ）ｎ ＝ －

１
４
ｋｎ＋

３
４
ｋ－

１
４
ｂ（ ）３４（ ）ｎ.

又ｂｎ ＝（ｎ－４）
３
４（ ）ｎ，则

－
１
４
ｋ＝１，

３
４
ｋ－

１
４
ｂ＝－４，

■

■

■

得

ｋ＝－４，

ｂ＝４.｛ 因此，ｂｎ＝（４ｎ－４）
３
４（ ）ｎ－４ｎ ３４（ ）ｎ＋１，

用裂项相消法得Ｔｎ＝ｂ１＋ｂ２＋…ｂｎ＝（４×１－

４）３
４（ ）１－４×１× ３

４（ ）２＋（４×２－４）３４（ ）２－４×
２×

３
４（ ）３＋…＋（４ｎ－４）３４（ ）ｎ －４ｎ ３４（ ）ｎ＋１＝

－４ｎ
３
４（ ）ｎ＋１.

深度学习是一种主动、批判、有意义的学习方

式，其目的是发展高阶思维，具有批判理解、信息

整合、反思建构、迁移运 动 的 特 点［３］.数 学 运 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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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之一.新 高 考 试 卷 对 学 生 的 运 算 要 求 较

高，许多学生由于运算达不到要求，完成试卷就显

得很困难.在教学中要实现“做一题，通一类；得一

法，通一片”的学习效果，不仅提高学生解决问题

的效率，提升自己对数学知识的感悟，由此使学生

对数学学习更 有 信 心.促 使 学 生 从 学 习 型 转 变 为

研究型，不断深化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与应用.
从素养导向的理解来看，研究高考试题还可

以将知识教学、习题解答、问题解决与素养的理解

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实现素养引导教学、评
价，在 教 学 与 评 价 中 更 好 地 理 解 素 养 的 良 性 互

动［４］.在复习中，我们应把握好“思”与“算”的 辩

证关系，重视通性通法以及知识点间的融会贯通，

提升运算求解能力.高考不仅考查单独的知识点，

更考查知识点的灵活运用，一轮复习已经突破新

课学习时模块独立的学习方式，是学生提升综合

能力的重要过程，因此要站在系统整体的高度理

解知识，构建立体化的知识网络.帮助学生从高考

真题中感受知识网络的搭建过程，强化学生独立

思考的习惯，增强模块之间的相互联系，增进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４　 一轮复习要注重思维品质培养

一轮复习 不 仅 要 提 高 学 生 的 解 题 能 力，更

要在解题复习中提升学生的思维 品 质.正 如 郑 毓

信教授认为数学 深 度 教 学 是 指 数 学 教 学 必 须 超

越具体知识 和 技 能 深 入 到 思 维 的 层 面，由 具 体

的数学方法和策 略 过 渡 到 一 般 性 的 思 维 策 略 与

思维品 质 的 提 升［４］.深 度 教 学，一 方 面 从 知 识 的

本质内涵深 入 研 究，深 刻 理 解 和 充 分 掌 握 知 识

本质属性和 内 在 联 系；另 一 方 面 从 提 升 学 生 的

思维能力入 手，引 导 学 生 重 视 对 基 础 知 识 和 基

本思想方法 的 深 入 理 解 和 综 合 运 用，将 核 心 素

养内化为学生自身能力.
４.１　 放慢课堂节奏，培养思维深刻性

学习的过程是自我感悟的过程，课堂需要慢

一点，给一点时间让学生动手做、动脑思，更要让

学生学会反思 自 我 解 题 活 动 的 心 路 历 程.有 一 位

大学数学教授说过，学数学只有慢、不片面地追求

速度、反复思考，才能深入理解、透彻领会，真正掌

握数学的精髓 和 真 谛.而 当 前 高 三 复 习 有 很 多 的

试题训练，很多学生对错误的题目急于订正，订正

好题目就万事大吉，没有反思自己做题错误的原

因，也不总结成功的经验，这是本末倒置.

教学中对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宜将能激发思

维的问题或思考点只用直白问题直接呈现，而要

把需要思考的关键点放慢一点，让学生有思考的

时间和空间，自己读题，说一说想法，分析如何继

续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否则就失去激发学生思维

的机会，没有起到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的效果.学生不仅需要知道怎么做题，更要知

道如何想到怎么解题.重视学生学习过程，在过程

中掌握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养成高品质的思

维模式，培养思维的深刻性，促进逻辑思维能力发

展，形成规范化思考问题的品质.
例４　（２０２１八省 联 考 第７题）已 知 抛 物 线

ｙ２＝２ｐｘ上三点Ａ（２，２），Ｂ，Ｃ，直线ＡＢ，ＡＣ是圆

（ｘ－２）２＋ｙ２＝１的两条切线，则直线ＢＣ的方程

为（　）.
Ａ.ｘ＋２ｙ＋１＝０　　Ｂ.３ｘ＋６ｙ＋４＝０
Ｃ.２ｘ＋６ｙ＋３＝０ Ｄ.ｘ＋３ｙ＋２＝０
常规解法是设过点Ａ 的直线ｙ－２＝ｋ（ｘ－

２），由与圆相切计算ｋ，两切线方程分别与抛物线

联立算出点Ｂ，Ｃ坐标，得出直线ＢＣ的方程.这种

做法运 算 量 大.课 堂 上 学 生 提 出 由 直 线ＡＢ，ＡＣ
是圆（ｘ－２）２＋ｙ２＝１的两条切线，分别用点的坐

标来表 达，并 向 着 点Ｂ，Ｃ 坐 标 进 行 一 次 化 简 转

化，即可得直线ＢＣ 的方程.设Ｂ（ｘ１，ｙ１），Ｃ（ｘ２，

ｙ２），则ＡＢ：ｙ－２＝
ｙ１－２
ｘ１－２

（ｘ－２），由点Ａ（２，２）

在抛物线上，可得ｐ＝１，则由ｙ２１＝２ｘ１得ＡＢ：（ｙ１＋
２）（ｙ－２）＝２（ｘ－２），因为直线ＡＢ与（ｘ－２）２＋

ｙ２＝１相切，所以
２｜ｙ１＋２｜
４＋（ｙ１＋２）■ ２

＝１，即３（ｙ１＋

２）２－４＝０，故３ｙ２１＋１２ｙ１＋８＝０，又ｙ２１＝２ｘ１，故
得３ｘ１＋６ｙ１＋４＝０.同理可得３ｘ２＋６ｙ２＋４＝０，
经过两点的直线有且仅有一条，所以ＢＣ：３ｘ＋６ｙ＋
４＝０.学生说这种方法做过，原来此方法源于２０２１
年苏教版选择性必修第一册第１９页第１３题.

不仅学生需要反思，教师在课堂中也需要反

思.有时我们精心备课的内容在课堂上呈现时，学

生与我们总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有时学生思考问

题的方法更精彩.这就要求我们要相信学生，放手

让学生去想、去做，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在 数 学

学习、解题过程中逐步培养系统视角、联系观点、

整体认识，多角度体会解题，在算理引领下精准运

算，提升思维的深刻性、灵活性、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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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加强交流讨论，培养思维创造性

教师在一轮复习教学过程中要建立完整的教

学体系，以多样化的题型培养学生实际解决问题

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让学生的思维得到

锻炼，挖掘学生的数学思想和核心素养［５］.纵观近

两年全国各地高考数学试题，不难发现，新课程标

准中所列的教学内容，在高考中都可能涉及.
近两年高考试题非常注重创新性，有试题问

题域的创新，如２０２０年北京卷第２１题数列及函

数关系问题，２０２１年新高考 Ⅰ 卷第１２题柱体问

题，２０２２年新高考Ⅰ卷第２０题概率与统计问题，

２０２２年新高考Ⅱ卷第７题棱台的外接球问题；有
题型的创新，如２０２２年新高考 Ⅰ 卷第１４题答案

不唯一，２０２２年新高考Ⅱ卷第２１题条件三选二、

再推三，２０２１年全国甲卷理科第１８题；有试题难

易度分布的创新，不再如以往的高考卷由易到难，

现在的难易度分布如山峰式的变化.因此，一轮复

习要加强教学的针对性，要设计一些探索或有讨

论的问题，让学生开阔思路，丰富想象；学生相互

之间也可以编制一些题目，相互之间展开讨论.促
使学生克服思维定势，从全新的角度进行思考问

题，对于问题获得一种新的认识，以达到对问题的

解决.学生面对异于常规、新颖的问题时思维要能

够发散，并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４.３　 重视一题多解，培养思维灵活性

涂荣豹 教 授 认 为：现 在 提 出 的“数 学 核 心 素

养”就是通常所说的思维能力，思维即“思考”，数

学素养本质应当是数学思考［６］.如何 将 课 堂 上 所

学的数学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至关重要.思维灵活性强的学生可以从多角度、多

方向思考问题，能够将所学知识进行迁移，综合地

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课堂教 学 中 进

行一题多解训练，是培养学生思维灵活性的有效

途径.
例５　（２０２２全国新课标Ⅰ卷第７题）设ａ＝

０．１ｅ０.１，ｂ＝
１
９
，ｃ＝－ｌｎ　０.９，则（　）.

Ａ.ａ＜ｂ＜ｃ　　　　Ｂ.ｃ＜ｂ＜ａ
Ｃ.ｃ＜ａ＜ｂ　 Ｄ.ａ＜ｃ＜ｂ
对本题的常见解法有两种：一是构造函数；二

是利用泰勒展开式.本题还可以借助ｆ（ｘ）＝ｌｎ　ｘ

的上凸性，得ｆ′（１０）＜
ｆ（１０）－ｆ（９）
１０－９ ＜ｆ′（９），

于是１
１０＜

ｌｎ１０
９＜

１
９
，可得１０

９＞
ｅ
１
１０，１
９＞－

ｌｎ９
１０
，

因此１
９ ＞

１
１０
ｅ
１
１０，１
９ ＞－

ｌｎ　０.９，所以１
９

最大.由ｅｘ

≥ｘ＋１可得ａ＞０.１×（１＋０.１）＝０．１１，由当ｘ

≥１时ｌｎ　ｘ ≤
１
２
ｘ－

１
ｘ（ ），可 得ｃ＝ｌｎ

１０
９ ＜

１
２
１０
９－

９
１０（ ）＝１９１８０＜０.１１，于是ａ＞ｃ.

课堂中对具体题目的讲解，要鼓励学生多方

面思考，用多种方法解决.一题多解对于个体而言

是知识广度和思维能力的体现，而对于群体而言

则是思维能力 的 叠 加.这 不 仅 能 鼓 励 学 生 与 他 人

分享知识经验，帮助学生构建基础知识逻辑，形成

概念框架体系，而且在掌握知识技能的同时深入

认识知识的内在联系.
在一轮复习中我们要立足教材，充分认识知

识生成、发展和运用的过程，领悟教材所渗透的数

学思想和 方 法，同 时 也 要 活 用 教 材，以 真 题 为 参

考，重视知识点之间的融会贯通，搭建完整的知识

体系.“数学是思维的体操”，要让学生通过课堂教

学感悟数学、学会思考并能多维度地思考解决问

题的方法，提升数学思维能力.学生不仅能够学会

数学、使用数学，更 能 进 行“再 创 造”.由 深 度 教 学

促进 学 生 的 深 度 学 习，使 学 生 经 历 从“学 会”到

“会学”再到“乐学”的螺旋上升、良性循环的学习

路径，能够提高其数学思维能力，促进思维品质的

养成以及数学核心素养的培育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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