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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一轮复习微专题教学的实践与反思

———以“圆锥曲线中的非对称韦达定理问题”为例

王金辉

( 江苏省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210000)

摘要: 本文以“圆锥曲线中的非对称韦达定理问题”为例，对高三一轮复习教学进行

探究，指出利用微专题的形式，可以帮助学生深入挖掘数学的本质，真正领会数学的思想

与处理问题的方法，体会数学学习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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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明确指出:“学科核心素养是培养人才的重要

基础，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是一种综合性的能

力，它包括数学思维、关键技巧、情感、态度和

价值观，它是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来培养的，

是一种不断提升的能力，也是一种不断发展

的技能．”传统的高三一轮复习课堂基本是按

照章节顺序扫描知识点和基本方法，教师设

置几道典型例题分析讲解，学生做几道变式

题，侧重接受、练习和记忆，基础训练扎实，但

存在对某些重点、难点和易错点高频点知识

不能集中火力突破等问题． “一轮复习微专

题”主要是针对学生在高三一轮复习中的具

体情况，选择其学习时存在困难的或易错的

或考试中高频出现的某些“点”，以其为中心，

将相关的概念、规律、原理、模型等进行整合，

在短时间内有效集群、对症下药、高效解决问

题的微型复习专题． 微专题教学对知识点的

整合和优化能弥补传统复习课的问题，将高

三一轮复习引向深入．
微专题选题总的目标是精选专题、精设

题组、精讲精练，真正解决学生的某些疑难易

错问题． 下面以”圆锥曲线中的非对称韦达定

理问题”为例，对高三一轮复习中微专题的编

写和教学进行探究．

一、教学过程设计

1． 问题提出

在解决直线与圆锥曲线之间的位置关系

时，通常需要将它们的方程联立，将一个变量

x 或 y 消去，得出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如 Ax2 +
Bx + C = 0． 由 根 与 系 数 的 关 系: x1 + x2 =

－ B
A ，x1x2 = C

A ，处理诸如 x1
2 + x2

2，
x1
x2

+
x2
x1

，

1
x1

+ 1
x2

，| x1 － x2 | 之类的式子． 这类式子的结

构特点是将 x1 和 x2 互换后结果不变，具有“对

称性“，此类问题为“对称型韦达定理”，稍作

变形，就可以直接利用韦达定理的结果整体

代入，快速求解． 但在某些问题中还会出现不

对称 的 结 构，比 如
x1
x2

，ax1 + bx2 ( a ≠ b) ，

kx1x2 + 3x1 － 2x2
kx1x2 － 3x1 + 2x2

之类的问题，就难以直接应

用韦达定理处理，我们把这类问题称为“非对

称韦达定理问题”． 学生通常在遇到此类问题

时，束手无策． 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呢?

2． 回顾知识，激活认知结构

基础自测 已知抛物线 C: y2 = 4x 与定

点 P( 2，1) ，直线 l 过点 P 且与抛物线交于 A，B

两点，且有 7 →�� →��AP = PB，求直线 l 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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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 通过基础自测，学生发现曲

线上两点的横坐标( 或纵坐标) 关系为非对称

结构: 7x1 + x2 = 16( 或 7y1 + y2 = 8) ，结合韦

达定理，利用方程思想通过代入消元可解决

问题，激活已有的认知结构．
3． 典例分析，提升建构能力

例1 已知椭圆C:
x2

4 + y2

3 = 1 的左、右顶

点分别为 A，B，过右焦点 F 的直线与椭圆 C 交

于点P，Q( 点P在 x轴上方) ，设直线AP，BQ的

斜率分别为 k1，k2，是否存在常数 λ，使得 k1 =
λk2?若存在求出 λ 的值，若不存在请说明理

由．
分析 直线 l 的方程设为 x = my + 1，代

入椭圆方程得( 4 + 3m2 ) y2 + 6my － 9 = 0，由韦

达 定 理 得 y1 + y2 = － 6m
4 + 3m2， y1y2 =

－ 9
4 + 3m2 ．

解 法 1 ( 积 化 和 ) 由 韦 达 定 理 得

my1y2 = 3
2 ( y1 + y2 ) ，代 入 λ =

k1
k2

=

my1y2 － y1
my1y2 + 3y2

=

3
2 ( y1 + y2 ) － y1
3
2 ( y1 + y2 ) + 3y2

= 1
3 ．

解 法 2 ( 代 入 消 元 ) 由 y1 + y2 =

－ 6m
4 + 3m2 得 y2 = － 6m

4 + 3m2 － y1，代入λ =
k1
k2

=

my1y2 － y1
my1y2 + 3y2

=

－ 9m
4 + 3m2 － y1

－ 9m
4 + 3m2 + 3 － 6m

4 + 3m2 － y( )1

=

9m + ( 4 + 3m2 ) y1
27m + 3( 4 + 3m2 ) y1

= 1
3 ．

解法3 ( 第三定义) 由椭圆方程得
y

x + 2 =

3
4 ·

2 － x
y ，代入 λ =

k1
k2

=
y1

x1 + 2·
x2 － 2
y2

= 3
4

·
2 － x1
y1
·
x2 － 2
y2

= － 3
4 ·

x1 － 2
y1
·
x2 － 2
y2

，化为

对称结构后直接代入韦达定理即可．

解法 4 ( 直接求根) 利用求根公式直接

得出两根代入化简．
设计意图 鼓励学生探索交流，教师引

导和比较整理，师生一起进行方法归纳． 通过

一题多解，帮助学生建构非对称韦达定理的

可能形式和常用的解题策略．
4． 真题演练，强化重难点突破

例 2 ( 2020 年全国 I 卷理科 20) 已知 A，

B 分别为椭圆 E:
x2

a2 + y2 = 1( a ＞ 1) 的左、右

顶点，G 为 E 的上顶点，→��AG·→��GB = 8． P 为直线

x = 6 上的动点，PA 与 E 的另一交点为 C，PB
与 E 的另一交点为 D．

( 1) 求 E 的方程;

( 2) 证明: 直线 CD 过定点．

xA

C

D
B

P
y

O

G

图 1

 

( 解题过程略)

设计意图 通过例题的尝试和归纳，学

生有了解决这一类问题的通法，利用真题，消

除以往对圆锥曲线大题的恐惧，重新燃起突

破重难点的斗志和兴趣．
5． 精选习题，注重迁移和灵活应用能力

练习 1 设 F 为椭圆 C:
x2

2 + y2 = 1 的右

焦点，过点( 2，0) 的直线 l 与椭圆 C 交于 A，B
两点，设直线 AF 和 BF 的斜率分别为 k1，k2 ( k2

≠ 0) ，求证:
k1
k2

为定值．

练习 2 已知椭圆 C:
x2

a2 + y2

b2
= 1( a ＞

b ＞ 0) 过点 P( 2，■2 ) ，且离心率为■22 ．

( 1) 求椭圆的方程;

( 2) 椭圆 C 的上、下顶点分别为 A，B，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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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0，4) 且斜率为 k 的直线与椭圆交于 M，N
两点，证明直线 BM 与 AN 的交点 G 在定直线

上，并求出该定直线的方程．

练 习 3 已 知 椭 圆 C:
x2

a2 + y2

b2
= 1

( a ＞ b ＞ 0) 的离心率为
1
2 ，点 A1，A2 分别是

椭圆 C 的左、右顶点，点 F1，F2 分别是椭圆 C
的左、右焦点，过点 F2 任作一条不与 y 轴垂直

的直线与椭圆交于 M，N 两点，△MNF1 的周长

是 8．
( 1) 求椭圆的方程;

( 2) 若直线 A1M，A2N 交于点 D，试判断点

D 是否在某条定直线 x = t 上，若是，求出 t 的

值; 若不是，请说明理由．
设计意图 在不同的情境和条件下，展

现非对称韦达定理的主要呈现模式，帮助学

生发现多题一解的通法就是消元和化归，无

论是利用积化和，还是代入消元消参，或利用

第三定义将 不 对 称 结 构 一 步 转 化 为 对 称 结

构，都是为了帮助学生认知结构的迁移和灵

活应用能力的提高．
6． 螺旋反复，加强长效记忆和理解能力

微专题教学两周后，在周测卷中学生再

次“偶遇”该问题，情境和形式有了新的变化．
例 3 ( 2022 年南通高三期中测试题) 已

知双曲线 C: x2 － y2 = 8 的左焦点为 F，过点 F
作直线 l 交 C 的左支于 A，B 两点． 若点 P( － 4，

2) ，直线 AP交直线 x = － 2 于点Q． 设直线QA，

QB 的斜率分别 k1，k2，求证: k1 － k2 为定值．
思路探究 由直线 AP: y － 2 = k1 ( x +

4) ，得 Q( － 2，2 + 2k1 ) ，所以 k2 =
y2 － 2 － 2k1

x1 + 2 =

y2 － 2 － 2k1
my2 － 2 ． 又 k1 = kPA =

y1 － 2
x1 + 4 =

y1 － 2
my1

，

所以k1 － k2 =
y1 － 2
my1

－
y2 － 2 － 2k1
my2 － 2 =

( y1 － 2) ( my2 － 2) － my1 ( y2 － 2 － 2k1 )
my1 ( my2 － 2)

=

－ 2my2 － 2y1 + 4 + 2my1 + 2mk1y1
my1 ( my2 － 2)

． 因 为

mk1y1 = y1 － 2，y1 + y2 = my1y2，所以 k1 － k2 =
2m( y1 － y2 )
my1 ( my2 － 2)

=
2( y1 － y2 )
y1 + y2 － 2y1

= － 2 为定值．

设计意图 这道题在大背景非对称韦达

定理的问题下，又引入了一个参数 k，除了以

往常用的各种化归方法均可以实施，还增加

了一个消参的步骤，意在引导学生对“消元消

参”数学思想方法的再认识．
二、教学反思

微专题的教学不是一次性或一两节课就

结束了，它 需 要 贯 穿 复 习 的 始 终，不 定 期 地

“偶遇”、“变身”． 再次遇到时，应注意区别于

一般普通考题，并以此为契机，引导学生回顾

在该类问题涉及的微专题中的常用方法，比

较本题遇到的新情境和新问题，发掘问题的

本质，强化模型意识，强调螺旋反复，帮助学

生对一类问题通性通法的再认识．
编制微专题时可利用基础自测先设计一

些问题串，引导学生对这部分的问题本质回

顾和复习，再利用典型例题如真题，对这一类

问题采用一题多解和多题一解，分析解决这

一类问题的通法和巧法，一种方法适用的多

种问题背景等． 适当的时候可借助数学软件，

如几何画板或 GGB 等展示基本的模型，给学

生视觉的冲击和思维的震撼． 再通过不定期

的回顾练习，培养学生的建模能力，实现从低

级思维到高级思维的转变．
另外，在每一部分的章末应根据本章复

习后的学情和考情，提前考虑是否需要进行

适当的微专题，以期弥补一轮复习中知识点

琐碎、方法灵活多样、学生掌握重点题型和重

点思想方法不熟练的缺陷．
微专题以“微”为核心，紧密结合学习、教

学和考试的实际情况，范围小、视角新颖、针对

性强、操作简便、指向明确，具有“因微而准、因
微而细、因微而深”等特点，能有效地助力学生

突破学习中的重点、难点、疑点和关键点． 微专

题可通过帮助学生克服学习障碍，建立完善的

知识结构，加强一轮复习的深度，培养解决问题

的能力，并发展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 下转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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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B1B 为面 α，而 AA1C1C为面 β，而 AA1B1B内

平行于 AA1 的直线有无数条，这无数条直线均

平行于面 AA1C1C，但是面 AA1B1B与面 AA1C1C
相交，所以 A 错误; C 选项，当面 AA1B1B 为面

α，面 AA1C1C 为面 β，两个面均平行 于 直 线

DD1，但是面 AA1B1B 与面 AA1C1C 相交，所以 C
错误; D 选项，当面 AA1B1B 为面 α，而 BB1C1C
为面 β，两个面均垂直于面 A1B1C1D1，但是面

AA1B1B 与面 BB1C1C 相交，所以 D 错误． 从而

只有 B 为正确选项．
合理利用信息技术，例如几何画板、flash

动画，动态展示几何体、几何图形的变化过

程，对于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也尤为重

要． 学生可以从动态展示的直观图形上，想象

出空间几何体或平面图形的变化． 信息技术

的应用，有利于学生通过直观图形，形成想

象，更好地掌握 y = Asin( ωx + φ) 的图象和性

质．
四、用图象描述、理解、解决数学问题，强

化学生的数形结合意识

史宁中教授认为，数学的结果是“看”出

来的，而不是“证”出来的． 利用图形描述、理

解数学问题，正是学生通过“看”形成直觉，从

而解决数学问题．
例 4 ( 2020 年全国 Ⅱ 卷理科) 设复数

z1，z2 满足 | z1 | = | z2 | = 2，z1 + z2 = ■3 + i，则

| z1 － z2 | = ．
本道题用代数法去做，运算量大，运算方

法不清晰，学生较难得出正确答案． 但是利用

复数的几何意义去解题，数形结合，思路清

晰，运算量小，画图秒解．
 

Z2

O

OZ1+OZ2

OZ1-OZ2

Z1

图 9

如图 9，设 z1，z2 在复平面内对应的向量分

别为OZ→�� 1，OZ→�� 2，由题意知 | OZ→�� 1 | = | OZ→�� 2 | = 2，

| OZ→�� 1 + OZ→�� 2 | = | ■3 + i | = 2，则以OZ→�� 1，OZ→�� 2 为

邻边 的 平 行 四 边 形 为 菱 形，且 ∠Z1OZ2 =

120°，如图 9 所示，则 | OZ→�� 1 － OZ→�� 2 | = ■2 3 ．
代数问题几何化，几何问题代数化，在解

题过程中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随处可见． 从

历年的高考题看出，应用数形结合的思想方

法在解题时常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

是解答填空题、选择题，快、稳、准． 因此，在高

考复习中，要多培养学生用图的意识，提高学

生画图的能力，让学生真正做到心中有图( 或

几何体) ，见题想图( 或几何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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