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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紧张的高考“复习季”，如何科学、合理地选

择习题以提高复习的效率，是许多高中数学教师关

注的热点和焦点，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和研究

经验，谈几点认识与做法，供同仁们参考.

一、高考数学复习选题的误区

在多年的高考复习调研中，笔者发现很多数学

教师在选题方面存在不少困惑和问题，影响了复习

效果，具体表现如下：

1.重经验，轻考纲.有些教师不愿意花时间研读

当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以

下简称《考试大纲》）和历年的高考真题，教学中仅凭

借有限的经验选择例题或习题，导致教学的针对性

不强.甚至有些教师，对于《考试大纲》中已经删除的

内容，仍然选编大量的陈题，不厌其烦地进行讲练.
2.重资料，轻教材.有些教师将复习资料奉为“圣

经”，不加选择地照搬复习资料上的例题和习题，从

头到尾，通讲通练.而对于具有代表性、指导性和示

范性的课本上的例题和习题，却并未进行必要的回

顾与提升，使复习课与新授课完全脱节.
3.重难题，轻基础.有些教师误以为基础题起不到

训练解题能力的作用，热衷于“刷”难题、偏题、怪题.
岂不知，如果学生的基本功不扎实，盲目做题是低效

的，甚至是无效的.只有学生的基本功扎实了，做题才

会有所悟、有所得.
4.重技巧，轻通法.有些教师不仅在例题讲解中

轻视通性通法，偏好“奇思妙想”，而且在布置练习时

也热衷于选择一些技巧性很强的题目，试图借此培

养学生的思维.这样做，容易使学生眼高手低、华而

不实.
5.重预设，轻生成.有些教师课前精心选编了习

题，甚至制作了课件，上课时按部就班地进行讲解，

对学生在课堂上提出的疑惑和问题，往往视而不见

或者避重就轻，不能随机应变地对预设进行必要的

调整、修正、拓展，大大削弱了课堂复习的效果.
6.重能力，轻识记.有些教师认为学习数学靠理

解，不需要记忆，因此，选题时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一

些识记性的基础题.殊不知，学生记不住数学公式、
定理和法则，不积累一些通性通法，解题时就不可能

熟能生巧，以不变应万变.

二、高考数学复习选题的依据

1.回归教材.教材是考生复习的范本，也是高考

命题的依据.深挖教材例题、习题的功能，落实课本

中典型问题的收集、归类和典型方法的整理、总结工

作，能够使学生走出“题海”，做到抓纲务本、温故知

新.回归教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落实：

（1）追溯知识本原，对“被肢解”的模块知识进行

“复合”，还原其本来面目.
（2）挖掘思想方法，将隐藏在教材背后的数学思

想方法挖掘出来，学以致用.
（3）整合变通教材，对各个版本的教材进行有

效的整合，取长补短；同时，对教材中的不足和疏漏

进行修正.
（4）重构知识体系，对高中数学内容进行系统

地梳理，便于储存、提取和应用.例如，整个高中数

学内容可以通过“两数”（函数、数列）、“两式”（三角

函数式、不等式）、“两线”（直线与曲线、直线与平

面）、“两率”（概率与统计、导数中的变化率）四条主

线串联起来.
2.分析学情.教材、高考试题和教辅资料是高考复

习的文本性资源，而学生的认知倾向、能力水平和实

际需要则是高考复习的即时性资源.只有认真分析学

情，才能抓住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提高复习的实效

性.为此，每一轮复习结束后，教师可以通过单元检

测、摸底考试、问卷调查、课堂提问、个别访谈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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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了解学生遇到的问题和学习需求，在此基础上确

定下一轮复习的重点和相关专题.笔者发现，以“数学

思想方法”为专题进行第二轮复习，效果很不理想.
后来，笔者听取学生的意见，将第二轮复习专题改

为“数学算法系列”（含三角函数的运算、向量运算、
导数运算等）、“数学模型系列”（含函数模型、数列

模型、统计模型等）和“专项训练系列”（含知识综合

训练、思想方法训练、题型分类训练等），取得了极

佳的复习效果.
3.研究高考.纵观近五年的高考试题，不难发

现，年年岁岁“点”相似，岁岁年年“题”不同.因此，教

师可以结合《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考试大纲》
和《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说明》

（以下简称《考试说明》），认真研究浓缩了专家智慧

的高考真题，抓住复习重点，诊断复习效果，把握高

考方向，积累实战经验，提高复习的针对性.笔者一

般从两个入口研究高考真题：

（1）探源.探究试题的考查目标，如考查的知识

水平和能力要求等；理解试题的命制立意，如试题

的数学文化背景等；挖掘试题的学科内涵，如试题

蕴含的思想方法和学科素养等.
（2）延展.分析试题的拓展空间，如变式教学和

结论推广等；分析试题的考查属性，如通性通法和

创新元素等；分析试题的教学功能，如命题规律和

教学导向等.
4.关注素养.《考试大纲》规定：“能力是指空间

想象能力、抽象概括能力、推理论证能力、运算求解

能力、数据处理能力以及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同
时，《考试大纲》还指出：“对推理论证能力和抽象概

括能力的考查贯穿于全卷，是考查的重点，强调其科

学性、严谨性、抽象性；对空间想象能力的考查主要

体现在对文字语言、符号语言及图形语言的互相转

化上；对运算求解能力的考查主要是对算法和推理

的考查，考查以代数运算为主；对数据处理能力的考

查主要是考查运用概率统计的基本方法和思想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对应用意识的考查主要采用解决

应用问题的形式；对创新意识的考查是对高层次理

性思维的考查.”这就说明，高考复习备考时，教师选

题应该紧扣《考试大纲》的要求，致力于培养考生的

六大数学核心素养.
5.整合资源.每年高考前夕，全国各地都会发布

大量的高考模拟试题、研讨材料、专家视点和舆情

分析，教师应该广开渠道，收纳信息，并将自己的理

解渗透在复习选题之中，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与此同

时，学生在考前会大量“刷”题，其中不乏情境新颖、
立意深远、内涵丰富、科学严谨的好题，教师可以采

用“征题征解”的方式将它们汇总，或改编成例题、
习题和考题，运用于教学实践中，做到兼容并包，博

采众长. 每届高三，笔者总喜欢在班上摆放三本手

册：“妙题精选”“错题汇编”和“典例优解”，供同学

们随时记录，随时分享，极大地调动了学生自主复

习的积极性.

三、高考数学复习选题的示例

下面，以《椭圆》一节的复习教学为例，谈谈具

体的选题策略.

1.从教材例题入手，展开教学

【例题回放】（人教版选修2-1第41页例3） 设点

A，B的坐标分别为（-5，0），（5，0），直线AM，BM相

交于点M，且它们的斜率之积是- 4
9

，求点M的轨迹

方程.

2.对例题进行变式训练

【变式训练】（人教版选修2-1第55页“探究”）

点A，B的坐标分别为（-5，0），（5，0），直线AM，BM

相交于点M，且它们斜率之积是 4
9

，试求点M的轨

迹方程.

3.对作业进行温故知新

【作业重温】（人教版选修2-1第80页复习参考题

“A组”第10题）已知△ABC的两个顶点A，B的坐标分

别为（-5，0），（5，0），且AC，BC所在直线的斜率之积

等于m（m≠0），试探求顶点C的轨迹.
4.引导学生深入探究

【定义提炼】仔细观察以上例（习）题，不难发现，

“例题”中的点A，B即为所求椭圆长轴的端点，斜率之

积恰为- b
2

a
2
.“变式”中的点A，B即为所求双曲线实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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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端点，斜率之积恰为 b
2

a
2
.“作业”中，当-1＜m＜0

时，顶点C的轨迹是以AB为长轴的椭圆，m=- b
2

a
2

；

当m＞0时，顶点C的轨迹是以AB为实轴的双曲线，

m= b
2

a
2
.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椭圆、双曲线的第三定义：

与两定点A（a，0），B（-a，0）（a＞0）连线的斜率之积等

于定值- b
2

a
2
（或 b

2

a
2
）的点的轨迹是椭圆（除长轴的端

点）或双曲线（除实轴的端点）.
5.对作业进行拓展训练

【拓展延伸】在“作业重温”中，当m＜-1时，所求

椭圆的长轴转移到了y轴，由此可以提出猜想：“椭

圆上任意一点与其同轴上的两个顶点连线的斜率

之积为定值”.
同理可证，双曲线上任意一点与其同轴上的两

个顶点连线的斜率之积也为定值.
6.运用模拟试题组织学生逆向探究

【逆向探究】试证明：若M，N是椭圆 x
2

a
2
+ y

2

b
2
=1（a＞

b＞0）上关于原点对称的两个点，P是椭圆上异于M，

N的任意一点，则直线PM，PN的斜率之积为定值.
7.选用高考真题进行实战演练

【实战演练】平面内与两定点A1（a，0），A2（-a，

0）（a＞0）连线的斜率之积等于非零常数m的点的轨

迹，加上A1，A2两点所成的曲线C可以是圆、椭圆或

双曲线.
（Ⅰ）求曲线C的方程，并讨论C的形状与m的

关系；

（Ⅱ）当m=-1时，对应的曲线为C 1；对给定的

m∈（-1，0）∪（0，+∞）对应的曲线为C2.设F1，F2是

C2的两个焦点 .试问，在C1上，是否存在点N，使得

△F1NF2的面积S=|m|a
2
. 若存在，求tan∠F1NF2的

值；若不存在，请说明理由.

四、高考数学复习选题的建议

高考复习选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固定的模式，

应该随教材内容、教学对象、考纲要求和命题方向的

变化而变化.在此，笔者补充以下四条建议：

1.教师多做题，学生才能接触到“好题”.教师提

供给学生的每一道习题，都应该事先认真做一遍，并

且反复斟酌其代表性、科学性和合理性，防止出现错

题、偏题、机械重复的陈题等.这样，才能使考生真正

从“题海”中解放出来，做有利于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提升解题技能、提高复习效率的“好题”.

2.师生同解高考题，构建“备考共同体”.每年高

考结束后，教师可以及时组织“准高三”的师生进行

一次“高考仿真演习”，即完全按照高考的要求，师生

一起定时、定点、同台进行“准高考”.这样做的好处：

一方面，学生可以提前体验高考的氛围，及早进入备

考状态；另一方面，教师可以与考生“感同身受”，把

握复习的方向.
3.教师也要查缺补漏.“新高考”强调：试题注重

能力立意，不追求知识的覆盖面.实际上，命题者越

是“不追求知识的覆盖面”，考生越要“面面俱到”，
以防考场上在某个知识“死角”里“翻船”.为此，每

个复习阶段，我们都应该通过单元过关检测等手

段，帮助学生查缺补漏；或者指导学生画知识体系

和通性通法的思维导图，形成个性化的知识链和方

法群.需要提醒的是，教师也要随时反思自己的教

学，防止由于自己的思维习惯和选题倾向出现复习

上的“盲区”.
4.建立教学题库，服务平常教学.为了方便复习选

题，提高习题质量，教师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教学题库.
教学题库的建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 认真

研读《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考试大纲》和《考试说

明》，这是建立教学题库的前提；（2）精心收集历年高

考真题、模拟试题、单元检测题，这是建立教学题库的

源泉；（3）及时记录具有创新性、典型性、针对性的优

秀习题，这是建立教学题库的基础；（4）整理平时学生

作业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易错题，这是建立教学题

库的关键；（5）持之以恒地修改、补充、积累和完善

库中习题，这是建立教学题库的保障.
◇责任编辑 张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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