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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落细、科学有效
　 　 ———高三一轮复习提升数学关键能力的思考

　 　 江小娟

（江苏省苏州中学，江苏苏州，２１５００７）

　 　 摘　 要：数学关键能力包括：数学阅读能力、数学逻辑思维能力、数学批判性思维能力、数学应用能力和数学创新能力．关键

能力既是数学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素，也是素质教育在高考中的提炼．本文就高三一轮复习落实关键能力的实践探索作些思考．
关键词：高三数学；知识网络；通性通法；高效课堂

　 　 高三数学一轮复习的基本理念是：基础与能力

并举，思想与方法同行．具体包括：巩固对数学基本概

念的准确记忆和实质性的理解；落实对数学基本方

法、基本技能的熟练应用；深化对数学基本活动经验

的积累；初步系统地理解基本数学思想和方法．那么，
如何在高三的一轮复习中落实、落细数学一轮复习

的基本理念，科学、有效地发展和培养学生的数学关

键能力呢？ 本文结合笔者所在学校的高三数学复

习，谈一点体会与思考．

１　 上好每一节课

　 　 一轮复习是以知识为载体，帮助学生构建知识

网络，关键是“落实、落细” ．教师在课堂上通过典型

例题帮助学生回顾、整理知识点，强调“点点到位、人
人过关”，在教学过程中处理好“基础回归”“典例讲

解”“巩固反思”三个环节．具体的措施是：
（１） 树立“深度教学”目标：数学课程深度教学

在提升学生数学关键能力时，通过整体探析与理解

学科本质，凝练教学目标与主题，借助精心设计的问

题，引发学生认知冲突，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动

机生成、情感激发、问题解决、知识建构、方法迁移和

思维提升．［２］

（２） “典型问题”透视：教师采用微专题形式，让
学生从“知识—方法—思想”的角度去审视问题，引
导学生归纳解题方法、技巧、规律和思想方法．

（３） “高考探变”研究：教师应该在充分研究高

考题目的基础上，在知识结构中挖掘“母题”，发现联

系，探究考题发展的线索，研究高考的导向性，透视

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比如，在一节导数的几何意义的复习课中，我们

进行了如下的教学设计：
例 １（２０１６·全国 ２ 卷理科） 　 若直线 ｙ ＝ ｋｘ＋ｂ

是曲线 ｙ＝ ｌｎ ｘ＋２ 的切线，也是曲线 ｙ＝ ｌｎ （ｘ＋１）的切

线，则 ｂ＝ 　 　 　 　 ．
探究 １：是否存在直线 ｙ ＝ ｋｘ＋ｂ 是曲线 ｙ ＝ ｘ２ 的

切线，也是曲线 ｙ＝ ｌｎ ｘ 的切线？ 若存在，这样的直线

有几条？ 并说明理由．若不存在，请说明理由．
探究 ２：若存在直线 ｙ ＝ ｋｘ ＋ ｂ 是曲线 ｙ ＝ ａｘ２ －

１ （ａ＞０）的切线，也是曲线 ｙ ＝ ｌｎ ｘ 的切线，求实数 ａ
的最小值．

思考：若存在直线 ｙ＝ ｋｘ＋ｂ 是曲线 ｙ＝ａｘ２－１ （ａ＞
０）的切线，也是曲线 ｙ＝ ｌｎ ｘ 的切线，且这样的直线有

两条，求实数 ａ 的取值范围．
探究 ３：是否存在直线 ｙ＝ ｋｘ＋ｂ 是曲线 ｙ＝ ｅｘ 的切

线，也是曲线 ｙ＝ ｌｎ ｘ 的切线？ 若存在，这样的直线有

几条？ 并说明理由．若不存在，请说明理由．
高考链接：（２０１９ 年全国 ２ 卷理科）已知函数

ｆ（ｘ）＝ ｌｎ ｘ－ｘ
＋１

ｘ－１
．

（１） 讨论 ｆ（ｘ）的单调性，并证明 ｆ（ｘ）有且仅有

两个零点；
（２） 设 ｘ０是 ｆ（ｘ）的一个零点，证明：曲线 ｙ＝ ｌｎ ｘ

在点 Ａ（ｘ０，ｌｎ ｘ０）处的切线也是曲线 ｙ＝ ｅｘ 的切线．
以上教学设计，从一道高考题出发，对曲线的公

切线问题进行探究，由浅入深，依次研究了：曲线的

公切线的条数、含参曲线的公切线的存在性问题、已
知曲线公切线求参数范围问题，最后回到高考，让学

生体会“探究 ３”和“２０１９ 年高考试题”的异曲同工之

妙．教师带着从“高考”出发、再回到“高考”，通过层

层探究，综合复习了导数问题的各种基本解题策略：
双变量问题的消元思想、分类讨论思想、利用导数研

究函数的单调性、导数中的函数构造等．教师在教学

的过程中，正是做到了重视设置“深度教学”目标、
“典型问题透视”“高考探变”研究，勾起了学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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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和热情，科学的教学设计带来高质量的教学

效果，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数学关键能力．

２　 进行“二次备课”

　 　 教师及时进行教学反思，对课程内容进行“二次

加工”，是高效课堂的基础．因此，在备课过程中，我
们提倡“提前备、再加工” ．即教师可以提前三至四天

先准备出教案的初稿，再通过资料的查阅、同事的讨

论、热点的追踪，对初备的教案进行二次加工，主要

进行课堂思路的整理完善、例题习题的筛选重构．经
过两次备课的教案，教师上起来更得心应手，学生听

起来更条理清晰．高效的课堂必定带来教学的良性循

环，这背后是教师加倍的付出．
以下提供一节经过“二备”的课堂教案：
例 ２（２０２１·新高考全国Ⅰ卷） 　 在平面直角坐

标系 ｘＯｙ 中，已知点 Ｆ１（ － １７ ，０）、Ｆ２（ １７ ，０），
｜ＭＦ１ ｜ － ｜ＭＦ２ ｜ ＝ ２，点 Ｍ 的轨迹为 Ｃ．

（１） 求 Ｃ 的方程；

（２） 设点 Ｔ 在直线 ｘ＝ １
２
上，过 Ｔ 的两条直线分

别交 Ｃ 于 Ａ、Ｂ 两点和 Ｐ，Ｑ 两点，且 ｜ ＴＡ ｜ · ｜ ＴＢ ｜ ＝
｜ＴＰ ｜· ｜ＴＱ ｜ ，求直线 ＡＢ 的斜率与直线 ＰＱ 的斜率

之和．

引申 １：若将条件中的“点 Ｔ 在直线 ｘ ＝ １
２
上”改

成“点 Ｔ 在直线 ｘ＝ｍ （０＜ｍ＜１）上”，结论不变．
引申 ２：若将条件改为“ｋ１＋ｋ２ ＝ ０”，能否得到“Ａ、

Ｂ、Ｐ、Ｑ 四点共圆”的结论？
思考：在椭圆、抛物线中是否有类似的结论？

即： ｜ＴＡ ｜· ｜ＴＢ ｜ ＝ ｜ＴＰ ｜· ｜ＴＱ ｜⇔ｋ１＋ｋ２ ＝ ０．

变式演练：已知椭圆 Ｅ：ｘ
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ａ＞ｂ＞０）的离

心率为
１
２
，且经过点 －１， ３

２
æ

è
ç

ö

ø
÷ ．

（１） 求椭圆 Ｅ 的标准方程；
（２） 设椭圆 Ｅ 的右顶点为 Ａ，点 Ａ 为坐标原点，

点 Ｂ 为椭圆 Ｅ 上异于左、右顶点的动点，直线 ｌ：ｘ ＝
ｔ（ ｔ＞ａ）交 ｘ 轴于点 Ｐ，直线 ＰＢ 交椭圆 Ｅ 于另一点 Ｃ，
直线 ＢＡ 和 ＣＡ 分别交直线 ｌ 于点Ｍ 和 Ｎ，若 Ｏ、Ａ、Ｍ、
Ｎ 四点共圆，求 ｔ 的值．

教师可以从优化自己的教学设计入手，采用问

题导学，借助有效问题情境的牵动，引领学生自主研

究、自我反思，进而促进数学核心素养的积淀，聚焦

数学关键能力的提高．［３］

３　 做好知识点归纳总结

　 　 教学中要以提高学生数学能力和素养为核心，注
重数学思想和方法，帮助学生在构建知识网络，要让

学生深刻理解概念、定义、公式、定理，牢固记忆，融会

贯通，熟练提取．比如，在“任意角、弧度制及任意角的

三角函数”一节课中，在研究角 α 的相关知识点时，可
以以表格的形式对知识点做归纳总结，直观清晰，更
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课堂总结时，思维导

图可以更清晰地展示知识点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α

（１） 和 α 终边相同的角 β 的取值集合：｛２ｋπ＋ｄ ｜
ｋ∈Ｚ｝

（２） 象限角、轴线角

（３） １ｒａｄ＝ 　 　 　 　 °，１° ＝ 　 　 　 　 ｒａｄ
（４） 在以 α（０＜α＜２π）为圆心角，半径为 ｒ 的扇

形中：ｌ＝ 　 　 　 　 ，Ｓ＝ 　 　 　 　 ＝ 　 　 　 　

（５） 若 α 终边上一点 Ｐ（ｘ，ｙ），ＯＰ ＝ ｘ２＋ｙ２ ＝ ｒ，
定义：ｓｉｎ α＝ 　 　 　 　 　 ｃｏｓ α＝ 　 　 　 　 　
ｔａｎ α＝ 　 　 　 　

（６） α 关于 ｘ 轴、ｙ 轴、（０，０）、ｙ ＝ ｘ 的对称角 β
的取值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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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注重学生数学关键能力的培养，让学生能用数学

的眼光观察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世界，用数学的

语言表达世界，这是学生能力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

新高考数学的根本要求．我们只有在工作中落实、落细

各项教学工作安排，科学有效地做好教学研究和学生

的管理，才能有效地发展和提高学生的数学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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