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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研究历年数学高考试题命题意图和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抓单元考点整合

知识模块，引导学生融通数学思想方法，提高数学解答能力，提升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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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第一轮复习一般以知识、技能、方法

的逐点扫描和梳理为主． 通过第一轮复习，学

生大多能掌握基本概念、性质、定理及其一般

应用． 但 会 发 现，此 时 的 学 生 知 识 还 较 为 零

散，综合应用也存在较大的问题． 因此，第二

轮复习不仅要把学科内知识系统化、条理化，

构建数学知识的“树形图”以夯实必备知识，

还要能够把数学知识进行有机的整合，并会

运用去分析实际问题，提高解答数学综合问

题的关键能力，提升学生数学学科综合素养．
一、以新高考评价理论为指导，制定专题

复习规划

新高考评价理论是当前及未来高考内容

和命题改革的核心指南，它明确了高考的核

心功能、考查内容、考查要求和考查载体，是

制定高考命题标准和指导命题的重要依据．
因此学习和理解新高考评价理论是搞好高三

复习的重要前提． 在深刻理解“价值引领、素

养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意义的基础上，

第二轮专题复习应该做到: ( 1) 从全面基础复

习转入重点复习，构建必备主干知识的网络

化体系，对知识重点、难点进行提炼和把握;

( 2) 将已经掌握的知识转化为能够运用解决

实际问题的关键能力; ( 3) 从提升学生数学学

科综合素养的站位，以数学思想为灵魂，把握

各种题型的特点和解题方法，规范学生解决

问题的步骤，提高学生解题的速度和准确性．
第二轮复习要借鉴往年成功经验，考虑本届

学生实际学情，明确备考目标，制订优化专题

复习的路径和方法． 复习及训练计划每月一

制定，做好周安排，不仅要有详细的工作部署

和安排，还要有部署和安排按期完成的保障

措施，也要有工作中发现问题和纠正问题的

补偿措施． 每周一优化调整，个人教学计划要

细化到每一天每一节，做到以规备考．
二、通过历年高考试题的定性与定量研

究，探求数学命题规律

1． 对历年高考试题的定性研究

通过对历年高考试题的分析和高考评价

理论的研究可知，高考命题( 1 ) 坚持立德树

人，助力 育 人 的 方 式 转 变 为 培 养 时 代 新 人;

( 2) 考查关键能力，突出思维品质与思维过

程，引导高阶思维能力培养; ( 3 ) 重视创新能

力的培养特别是“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

性思维”的培养; ( 4 ) 命题的呈现方式会进一

步翻新，注重学用结合，创设真实灵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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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设问更具开放性与探究性; ( 5) 主干知识

的框架以及各知识模块所占有的比例不会有

变化; ( 6) 利用各个知识模块中经典题型、经

典问题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方法的运用、
思想的理解，这个方向不会变化; ( 7 ) 试题在

稳定中有所创新，实现从课标卷到新高考试

卷的软着陆．
2． 高考试题呈现方式的定量思考

用逻辑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小前提、结

论”来分析命题的呈现方式，无外乎“背景、题
设、结论”三个维度数量的“有”、“无”、“多”
三种情况的组合，由排列组合知识可知共有 2
× 3 × 3即18种． 由表1可以看出还有十种未曾

出现，可见题型的变化还有很大的变化空间．
表 1

项目 背景 题设 结论 案例

1 无 有 无
2022 年理甲14 题( 即大多数填空

题)

2 无 无 有 2007 年理 19 题( 即探索性命题)

3 无 有 有
2022 年理甲 6 题( 即大多数选择

题)

4 无 有 多 2022年理甲7题( 即少数选择题)

5 无 多 多
2022 年理乙14 题( 即条件选择命

题)

6 有 有 有 2022年理乙4题( 即少数选择题)

7 有 有 无
2022 年文乙 14 题( 即少数填空

题)

8 有 有 多
2022 年文乙 19 题( 即部分解答

题)

3． 对历年高考试题的定量研究

( 1) 划分模块

把高中 数 学 按 内 容 的 相 关 性 分 为 集 合

( 逻辑推理函数导数不等式) 、三角( 向量数

列) 、立体几何、解析几何、排列( 二项式概率

统计随机变量) 、复数( 框图线性规划极坐标

参数方程) 共六个模块． 并按年度与知识模块

列表( 表略)

( 2) 逐题解析

分模块对所有试题进行解析、并对解析

过程进行对比与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行梳理． 第一，题设条件的异同; 第二，待解

决问题的异同; 第三，所给载体的异同; 第四，

解答方法的异同． 探寻解题方法与解题过程

的区别与联系，全方位地对高考试题进行认

识、理解和体会．
( 3) 分单元统计

通过对所有试题的解析、观察和对比，发

现每个模块的试题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单元．
再以单元为单位，运用统计的手段进行分析．
如以立体几何为例，对 2007 年实施课程标准

以来的高考数学试题分三个阶段进行统计分

析． 具体如表 2．
表 2

项目

选择填空题

三视图球组合 判断位置 集合体计算

综合解答题

证明平垂 求体积 求角度

07 － 17 年 30 27 7 8 34 16 17

18 － 22 年 13 11 10 22 13 22 13

18 － 22 年 2 卷 5 5 9 6 11 5 7

从表 2 可以看出: ( 1) 立体几何每年两道

小题一道大题，小题是三视图、球组合、判断

位置、多面体与旋转体的计算4 选2; 大题有两

问，第一问平行与垂直关系的证明，第二问文

科以计算体积为主，理科以 求 二 面 角 为 主．
( 2) 小题考查内容的变化是明显的，由原来三

视图与球组合的二分天下逐渐变为三视图、
球组合、多面体计算的三分天下． ( 3) 出现的

几何载体中锥体、线体( 如平放的三棱柱) 与

柱体的比例是 5 ∶ 1 ∶ 2，其中正方形( 长方形)

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大题基本都以直多面体、
直角多面体( 三条棱两两垂直) 或直面多面体

( 有一个侧面垂直底面) 为载体．
4． 对历年高考试题定量研究的结论

对 2007—2022 年全国 1，2，3 卷共 26 套试

题中各个知识模块所属单元考点在高考试题

中所占有数量进行归类、统计，各知识模块在

高考试题中所持有的试题数及其所具有的特

征如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 ( 1) 有 33 个单元考点．

由于函数解答题、立体几何解答、解析几何解

答题均为一题两个问题，所以共有33 + 3 = 36
个单元考点． ( 2) 单元考点试题数量占总数量

26 套的一半，我们称为单元高频考点，有 26
个． ( 3) 单元考点试题数量占总数量 26 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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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八十，我们称为单元必然考点，共有 14
个．

表 3

集合逻辑函数

导数不等式

三角向量数

列
立体几何 解析几何

排 列 二 项

式 概 率 统

计

复数框图线性

规划坐标极参

数方程

集合问题 26
三 角 计 算

16
三视图 13 圆 11

排 列 组 合

3
复数 24

逻辑推理 4
三 角 性 质

14
球组合 12 椭圆 13 二项式 5 框图 13

函数概念 7
三 角 图 形

16

判 断 位 置

8
双曲线 19 概率 21 线性规划 10

函数性质 13
解 三 角 形

15

几 何 体 计

算 17
抛物线 9 统计 16

极坐标参数方

程

导数积分 10
向 量 计 算

19
综合解答 综合解答 综合解答

不等式 15
特 殊 数 列

25

综合解答 12 一般数列

三、抓单元考点整合数学模块，融通数学

思想方法

1． 重视教材中的经典例题与经典方法

数学教材是数学知识、思想、方法的有效

载体，其中有些经典问题和例题经历了多轮

教材改革，是数学知识的典范，对于数学思想

的体现，数学方法的凝练都闪烁着耀眼的光

芒． 比如人教 A 必修二第 56 页练习 2，要证明

直线与平面平行，由已知条件的中点作中位

线得到线线平行，进而推出直线与平面平行;

第 57 页例 2 要证明两个平面平行，利用了平

行四边形对边平行; 第 59 页例 4 给出了条件

线面平行，利用直线与平面平行的性质定理

转化为线线平行． 这三个经典例题实际上给

出了证明空间线面平行关系的三种方式，为

我们解决空间平行问题提供了思考的路线和

空间，在空间平行关系中举足轻重． 比如 2017
年全国课标2 卷文、理试题; 2019 年全国课标2
卷文、理试题; 2020 年全国课标 2 卷文、理试

题，按照这个思路去证明快捷且有效． 所以我

们应当回归教材，重视教材中的经典例题与

经典方法．
2． 重视试题中的经典例题与经典方法

历年的高考试题是经过命题专家高度思

维加工、打磨且经过高考实践检验的优秀问

题，用其作专题复习的材料，既可以跟踪、直

面高考命题专家的思路，又能有效掌握数学

思想方法的应用、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3． 抓单元考点的纵深训练，融通数学思想

方法

以单元为因子进行纵深训练，提高对单

元知识及其问题特征的理解与掌握． 以“三角

向量数列”模块为例． ( 1) 分类: 按题型分布

可分为: 题型 1，三角恒等变换求值计算; 题型

2，三角函数图象与性质; 题型 3，解三角形; 题

型 4，向量计算; 题型5，特殊数列; 题型6，一般

数列． ( 2) 选编: 以单元考点为单位，在教材与

历年高考试题中精选各种题型的试题约 80
个，其中高频单元考点占 70% ，按单元考点的

顺序( 相同题型按条件与解答方法的区别进

行分类排序) 排列，然后将所有题目按 S 型编

排成一周 5 套训练题． ( 3) 导练: 定时间( 约 90
分钟) 定任务( 一套) 进行练习、反馈和总结．
这样可以有效提高解题．

4． 抓单元考点的横向训练，把握结构化的

模块知识

以年度为单位，分模块对高考试题进行

练习，通过对模块主题呈现方式训练，让学生

体会、重视知识结构及其所承载的方法与思

想，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模块的知识结构，也可

以发现模块试题的命题特点，从而提高应对

能力．
抓单元 考 点 训 练 要 牢 牢 把 握 高 考 试 题

“无价值，不入题; 无思维，不命题; 无情境，不

成题”的典型特征． 提倡“以讲导练 + 专题归

纳 + 典题演练 + 真题推演”专题讲授模式，采

用“专项检测 + 以考代练 + 及时反馈 + 集中

推进”的学生专题训练模式和以“查缺补漏 +
碎片练习 + 及时跟进 + 分层提高”个别辅导

模式． 中上游学生采用精讲精练勤辅导策略，

中下游学生采用多讲多练勤辅导与边做边讲

策略． 对于“月规划”要“周安排、日施行、周总

结”，达到螺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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