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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从四个方面介绍了新高考背景下提升高三数学一轮复习效果的做法：引导学生形成整 体

观与联系观，构建知识网络体系；例题精选兼顾单一性与综合性，以螺旋式巩固旧知；习题选择注重层次性 与

创新性，增强学生思辨能力；“错题”改编体现变化性与延展性，潜移默化纠正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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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着《普 通 高 中 数 学 课 程 标 准（２０１７年 版

２０２０年修订）》（下称《课程标准》）的颁布，全国大

部分省市已 陆 续 进 入 新 高 考 阶 段．从２０２１年 起，
江苏等七省的数学 高 考 采 用 全 国 新 高 考Ｉ卷，近

两年的全国新高考Ｉ卷相对于江苏省自主命制的

高考卷，在试卷结构、试题题型、试题难度、考查内

容上都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最为显著的变化是

全国新高考Ｉ卷没 有 考 试 说 明，给 命 题 带 来 了 更

大的灵活性．
面对上述变化，高三数学一轮复习起 着 至 关

重要的作用．一轮复习不仅要全面梳理知识，更要

注重知识之间的联系，纵横比较，揭示规律，提炼

方法，构建网络，而且还要为二轮大单元微专题复

习提供知识、方法、思想的基础，提升学生在陌生

情境中解决问 题 的 能 力．如 何 在 新 高 考 背 景 下 提

升高三数学一轮复习效果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

话题．笔者根 据 自 身 高 三 数 学 一 轮 复 习 的 教 学 实

践，结合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数学教学与

测试（总复习）》（下称《总复习》）等教学资源，谈几

点做法．
１　引导学生形成整体观与联系观，构建知识网络

体系

通过教师的积极引导，让学生形成整 体 观 与

联系观，以构建知识网络体系，是一轮复习的重要

任务．这里的整体观主要是单元内的整体观，即立

足于单元整体视角，明确单元的逻辑主线，凸显单

元的核心内容，厘清单元内各部分之间的关联．这
里的联系观是指在融会贯通单元各节、单元之间

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综合运用单元内或单元间多

个知识点与方法解决问题的意识，充分体现了思

维的广阔性与 灵 活 性．为 增 强 学 生 的 整 体 观 与 联

系观，可先从单元入手，合理划分每一节内容，再

从节这个更小的单位，引导学生理清它所包含的

知识关联，继而将各节知识进行“整合”，构建本单

元的知识网络体系，其常见的“整合”形式为制作

思维导图或框图．
据笔者广泛了解，大部分高中学校采 用 一 轮

复习参考书与校本资料相结合的形式作为一轮复

习的资源．市 面 上 多 数 高 三 数 学 一 轮 复 习 参 考 书

的知识梳理部分是以填空题的形式罗列本节的知

识点，以识记为主，容易造成知识的碎片化．以“三

角函数”作为大单元为例，《总复习》将其划分为７
节，“三角函数的和、差、倍角公式”是其中一节，该
节的“本课导航”栏目中既清晰明了地给出了《课

程标准》对本节课的学习要求，还给出了公式关系

图（因篇幅所限，仅列部分）：
（１）两角差的余弦公式ｃｏｓ（α－β）＝ｃｏｓαｃｏｓβ＋

ｓｉｎαｓｉｎβ（记作Ｃα－β），可 以 采 用 几 何 证 法（麦 克

肖恩 证 法）或 者 向 量 证 法 （向 量 数 量 积 的

“算 两次”）.
（２）两角和、差的正弦、余弦、正切公式Ｃα－β

β换作－
→����β ｃｏｓ（α＋β）＝ｃｏｓαｃｏｓβ－ｓｉｎαｓｉｎβ（记作

Ｃα＋β）；Ｃα－β
α换作π

２ －

→�����
α
ｓｉｎ（α＋β）＝ｓｉｎαｃｏｓβ＋

ｃｏｓαｓｉｎβ（记作Ｓα＋β）；Ｓα＋β
β换作－

→����β ｓｉｎ（α－β）＝
ｓｉｎαｃｏｓβ－ｃｏｓαｓｉｎβ（记作Ｓα－β）； 利 用 公 式

Ｓａ＋β，Ｃａ＋β，ｔａｎ（α ＋β）＝
ｔａｎα＋ｔａｎβ
１－ｔａｎαｔａｎβ

（记 作

Ｔα＋β）；Ｔα＋β
β换作－

→����β ｔａｎ（α－β）＝
ｔａｎα－ｔａｎβ
１＋ｔａｎαｔａｎβ

（记作Ｔα－β）.
这样的公式关系图不仅给出了具体 的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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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粗略地给出了它们的关联，并没有像教材中那

样详细地 给 出 过 程，有 较 大 的“留 白”空 间.事 实

上，在有意义的条件下，三角函数的和、差、倍角公

式都是恒等式，可以通过代换的方法从一个公式

得到另一个公式，从而形成一串公式.教师可以让

学生补全这些“箭头”推理的“留白”空间，在厘清

各公式联系的同时，强化变换这一基本思想，更好

地帮助学生作出本节内容或整个单元的思维导图

或框图，构建知识网络体系.教学实践表 明，一 般

来说，学生越是善于做单元的思维导图或框图，其
数学学业水平往往也越好.
２　 例题精选兼 顾 单 一 性 与 综 合 性，以 螺 旋 式 巩

固旧知

在高三数学一轮复习中，例题的选择要依据

复习的内容而 定.例 如 概 念 复 习 课 的 例 题 要 聚 焦

概念本身，通过对概念的辨析与运用，让学生厘清

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再如公式复习课的例题要关

注公式及其各类变形的运用，增强运用公式的灵

活性等.
精选例题要兼 顾 单 一 性 和 综 合 性.例 题 的 单

一性是指例题本身考查的知识点或方法单一，其

目的更加 凸 显 所 要 复 习 的 核 心 概 念、定 理、公 式

等，去除一些冗繁的干扰条件，直奔主题；例题的

综合性是 指 例 题 本 身 考 查 的 知 识 点 或 方 法 有 多

个，往往需要综合运用已经复习的知识点、方法及

本节知识点、方法才能顺利解决.综合性例题的好

处在于对已学习内容进行巩固，同时又将问题的

重心放在对本节课内容的考查上，不喧宾夺主.如
果高三一轮复习都采用单一性例题线性地推进复

习过程，前面学习的内容很容易遗忘；如果都采用

综合性例题复习，则时间上消耗过多，且主题不够

凸显，容 易 出 现 费 时 费 力 又 效 果 不 佳 的 窘 境.因
此，两者要兼顾，它们的比例可以根据学情调整，
这样可以以螺旋式巩固旧知，减少遗忘.从近几年

的全国Ｉ卷来看，综 合 性 的 试 题 占 有 相 当 大 的 比

例，单一性的试题越来越少，这是新高考变化的整

体趋势.下面给出两例及说明.
·单一性的例题举例（《总复习》第５.１节例２

及变式形成的题组）：

例题 　 已 知 角α 的 终 边 经 过 点Ｐ（－■３，

ｍ）（ｍ ≠０），且ｓｉｎα＝■２４ｍ
，求ｃｏｓα，ｔａｎα的值.

变式１　 已 知 角α 的 终 边 经 过 点Ｐ（５ｍ，

－１２ｍ）（ｍ ≠０），求ｓｉｎα，ｃｏｓα，ｔａｎα的值.

变式２　点Ｐ从（－２，０）出发，在圆ｘ２＋ｙ２＝

４上沿逆时针方向运动了１６π
３

个单位长度到达点

Ｑ，求点Ｑ 的坐标.
说明 　 此题组聚焦三角函数的定义，三个问

题的难度拾阶而 上.例 题 与 变 式１都 是 利 用 终 边

上点的坐标来求相应的三角函数，其中包含方程

思想、分类讨论思想，属于定义的正向应用；变式

２可以通过挖掘情境中的信息，利用 三 角 函 数 的

定义得出点坐标，属于定义的反向应用.通过对题

组的思考，学生对三角函数的定义会有较为深刻

的认识.
·综 合 性 的 例 题 举 例 （《总 复 习》第 ５.５

节 习题）：
题目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ｘＯｙ中，设角α，

α＋π４
的始边均为ｘ轴的正半轴，若点Ｐ（５，ｍ），

Ｑ（５，１２）分别在α，α＋π４
的终边上，则实数ｍ 的

值是 　　　.

解析 　 根 据 三 角 函 数 定 义，ｔａｎα＝
ｍ
５
，

ｔａｎα＋π４（ ）＝１２５，又ｔａｎα＋π４（ ）＝ｔａｎα＋１１－ｔａｎα
，故

１２
５＝

ｍ
５＋

１

１－
ｍ
５

，解得ｍ＝
３５
１７
.

说明 　 本题小巧精致，虽为习题，但仍可作

例题使用.一方面考查了三角函数的定义，另一方

面考查了三角函数和差角公式，但是考查的重心仍

在后者，起到了复习旧知又巩固新知的效果.本题

可以利用正余弦的和差角公式求解，也可以用正切

的和差角公式求解，具有较宽的入口，不禁锢学生

思维，教师可以让学生比较多种解法哪个更简洁.
３　 习题选择注 重 层 次 性 与 创 新 性，增 强 学 生 思

辨能力

在高三数学一轮复习中，习题选择是非常重

要的，它是提高学生学习质量的重要途径.习题选

择建议以备课组为单位，进行合理分工，保质保量

完成整体的习题设计，减少每位教师工作量的同

时提高效益.
习题选择要 注 重 层 次 性，要 有 基 础 题、中 档

题、较难题及难题，它们的比例可依据学 情 而 定.
基础题应聚焦概念、定理及公式本身；中档题与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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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有一定的思维量，不偏不倚，需要综合运用多

个知识和方法解决；难题往往具有较高的思维量，

有一定的探究 性 和 启 发 性.这 样 可 以 让 学 生 从 多

个难度层次上得到练习.《总复习》将习题按难度

要求分为三类：练习巩固、思考运用、拓展探索，相
对而言题量适中，有较大的选择余地.若删除了其

中部分习题，不足的部分可以用校本资料作为补

充，形成适合本校学生学情的资源库.
习题选择要注 重 创 新 性.新 高 考 背 景 下 试 题

的创新力度非常大，如出现以社会生活、数学文化

为背景的情境题，解答题中出现的结构不良试题

体现了条件设置的变化，填空题中出现的举例题

则体现了设问 形 式 的 变 化.面 对 新 高 考 不 断 创 新

的特点，习题中也要选择适当的具有创新特色的

题目，来增强学生的思辨能力，减少畏惧心理，以

便学生从容应对陌生情境.《总复习》紧扣新高考

特点，设置了一系列创新性问题，这些问题大部分

集中在拓展探索栏目里，非常值得基础中等及以

上的学生选用.下面以２０２２届高三四校联考的一

道试题为例，说明其创新之处.
题目　已知△ＡＢＣ中，角Ａ，Ｂ，Ｃ所对的边

分别为ａ，ｂ，ｃ，ｓｉｎ　Ｂｃｏｓ　Ａ ＞ｓｉｎ　Ｃ.
（１）求证：Ｂ 为钝角；
（２）若 △ＡＢＣ同时满足下列４个条件中的３

个：①ｃｏｓ　Ａ＝■２２
；②ｓｉｎ　Ｃ＝■３２

；③ａ＝２；④ｃ　＝

■２.请证明使得 △ＡＢＣ存在的这３个条件仅有一

组，写出这组条件并求ｂ的值.
解析 　（１）证略（提示：可以化“边”证明，也

可以化“角”证明）.
（２）首先排除①②同时满足的情形.由ｃｏｓ　Ａ＝

■２
２
，Ａ∈（０，π），得Ａ＝

π
４
.又Ｂ为钝角，则Ｃ为锐

角，由ｓｉｎ　Ｃ＝■３２
得Ｃ＝π３

，则Ａ＋Ｃ＝
７π
１２
，故Ｂ＝

５π
１２
，与Ｂ 为钝角矛盾.

若 满 足 条 件 ①③④，由 ｃｏｓ　Ａ　＝■２２
得

２＋ｂ２－４
■２　

４

■２ｂ
＝ ■２２

，所 以 ｂ　＝■３ ＋１（舍 去 ｂ

＝－■３＋１）.
若满足条 件 ②③④，由（１）知Ｃ 为 锐 角，又

ｓｉｎ　Ｃ＝■３２
，得Ｃ＝π３

，又ａ＞ｃ，则Ａ ＞
π
３
，那么

Ａ＋Ｃ＞
２π
３
，则Ｂ ＜

π
３
，与Ｂ 为钝角矛盾.

综上，使得△ＡＢＣ存在的仅有的一组条件是

①③④，此时ｂ　＝■３＋１.
说明 　 本题不属于结构不良题，尽管结果是

封闭的，但仍具有探究性.本题的主要亮点是设问

方式比较新颖独特，具有创新性的特点.要求证明

只有某确定的３个条件组成的条件组存在相应的

三角形与之对应，言外之意是含３个条件的其他

条件组都不存在相应的三角形与之对应.解答时，
如果学生结合（１），很快就得到 ①② 相互矛盾，通
过推理发现只有两种可能，这样就减少了讨论的

类别，最后判断这两种情形即可.本题考查了学生

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思辨能力，是一道非常好的试

题，作为习题或考题使用都比较合适.
４　 “错题”改编体现变化性与延展性，潜移默化

纠正偏差

在高三数学一轮复习中，学生做错题的归因

是多样的，有一些是对数学概念、定理、公式的理

解出现偏差造成的，也有一些是审题不清、运算错

误等造成的.若将学生做错的题简称为“错题”的

话，则典型的“错题”往往不是在极个别的学生中

出现，而 是 在 一 个 小 群 体（约２０％ ～３０％ 的 学

生）中出现，主要是因为概念记忆模糊不清、对定

理与公式的适应条件不清、基本思想方法不熟练

等原因造成的.
以典型的“错题”为 蓝 本，经 过 改 编，可 以 成

为具有变化性和延展性的题组，适合进行有针对

性的偏差纠正.改编的方式，可以是转换试题的情

境，可以改变试题的设问方式，可以交换条件（或

部分条件）与结论（或部分结论），这样改编题 在

形式上与“错题”有较大差别，学生对它们具有新

鲜感.长期做“错题”改编，能达到潜移默化、润物

细无声般的纠偏效果.具体的做法流程为“题目→
错解 →交流→归因→改编→反馈→总结”，其
中的交流环节即与做错题目的学生交流找到出现

问题的真正原因，它是做好合理归因的前提，“错

题”改编之后还有反馈环节，检验学 生 有 没 有 真

正地实现纠偏，最后总结环节应该有一定的延展

性，如得到一般性结论，给出方法总结、解题感悟

等，避免出现就题论题的情况，最终使学生达到融

会贯通的状态.下面以一个数列问题为例，列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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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环节加以说明.
题目 　 已 知 数 列｛ａｎ}的 前ｎ 项 和 为Ｓｎ，

ａｎ ≠０，ａ１＝１，且２ａｎａｎ＋１＝４Ｓｎ－３（ｎ∈Ｎ＊），求
数列｛ａｎ}的通项公式.

错解　因为２ａｎａｎ＋１＝４Ｓｎ－３（ｎ∈Ｎ＊）①，
所 以 ２ａｎ－１ａｎ＋２ ＝４Ｓｎ＋１ －３ ②.② － ①，得

２ａｎ＋１（ａｎ＋２－ａｎ）＝４ａｎ＋１.因 为ａｎ＋１ ≠０，所 以

ａｎ＋２－ａｎ＝２.因此，数列｛ａｎ}的奇数项与偶数项

构成公差为２的等差数列，故数列｛ａｎ}是公差为

１的等差数列.又ａ１＝１，则ａｎ＝ｎ.
归因 　 对等差数列的定义理解有偏差，错解

中认为数列的奇数项与偶数项分别成公差相等的

等差数列时，数列为等差数列，但很明显这样的推

理并没有严格按照等差数列的定义来解决，很容

易举出反例.正 确 的 做 法 是，在２ａｎａｎ＋１＝４Ｓｎ －
３（ｎ∈Ｎ＊）中 令ｎ＝１，先 求 出ａ２，在 得 出 数 列

｛ａｎ}的奇数项与偶数项分别是公差为２的等差数

列后，分别求出其奇数项与偶数项的通项公式，最

后得出ａｎ＝
ｎ，　 　ｎ为奇数，

ｎ－
３
２
，ｎ为偶数.

■
■

■
改编 　（１）一个项数为８的 有 穷 数 列｛ａｎ}，

其奇数项和 偶 数 项 分 别 构 成 公 差 为３的 等 差 数

列，但数列｛ａｎ}不是等差数列，则数列｛ａｎ}可以

是 　　　.（写出满足条件的一个数列即可）
（２）若数列｛ａｎ}满足ａｎ＋２－ａｎ＝Ａ（Ａ 为常

数，且Ａ≠０，ｎ∈Ｎ＊），ａ１＝
Ａ
３
，当ａ２＝　　　（用

Ａ 表示）时，数列｛ａｎ}为等差数列.
（３）已知数列｛ａｎ}满足ａ１＝１，ａｎ＋２＝ａｎ＋３.

① 若ａ２＝
５
２
，证明：｛ａｎ}是等差数列；② 设ｂｎ＝

１
ａｎａｎ＋２

，数列｛ｂｎ}的 前ｎ 项 和 为Ｓｎ，若ａ２＝４，

求Ｓ１９.
总结　（１）若一个数列的奇数项和偶数项分

别成公差相同的等差数列，当且仅当该数列的前

三项成等差数列时，这个数列成等差数列；（２）先

求数列的通项公式，再借助于定义，这也是证明数

列是等差数列（或等比数列）的一种方法；（３）回到

定义是证明数列是等差数列或等比数列的最根本

的方法，深刻理解两个定义非常重要．
５　结语

新高考背景下，如何提高高三数学一 轮 复 习

的效果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思考，本文仅提

了几点做法作为探索，希望能抛砖引玉，也希望能

看到更多且更有效的在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基础

上提高数学关键能力的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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