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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现状分析 

陈余根(江苏省姜堰市第二中学) 

目前 ，高中数学教学已经形成 了一个共识 ：三年 

课程两年学完 ，高三全年用于复习与考试．连同基础 

年级的复习，高中阶段的课程有近一半的教学时间是 

用于复习课．因此 ，如何提高复习课 的有效性 ，是数学 

教师一直在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笔者多次听高三的数学复习课 ，大多数教师采用 

的课堂教学模式有 以下两种 ：一种是先通过小题训练 

复习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然后是例题讲解，最后是 

学生的巩固练习；另一种是结合例题分析考点，然后 

给出几道题 目让学生练习．课堂明显陷入 了“做题，讲 

题 ，再做题”的题海怪圈．学生 的感觉 ：上数学复习课 

枯燥、乏味、毫无激情．教师 的感 叹：讲过多遍 的数学 

题学生还是难以掌握． 

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分析，笔者认为出现上述现状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 师的教学设计忽视情感 、态度、 

价值观这一教学 目标．由于高效的数学复习课必须拥 

有内容 的广度 、思维的深度 和学 习的温度 ，而学 习的 

温度正是学生学习的热情程度，它决定着内容的广 

度、思维的深度．因此，真正充盈 数学味的魅力课堂 ， 

应该是充分体现学生 发展 的生命课 堂．有人 问：“复 

习课到底有没有模式?”笔者认为 ，复习课的主要功效 

在于提高和温故而知新 ，问题是新在哪里?拓展在哪 

里?怎样系统化、网络化?怎样 回顾 、运用、提升?没 

有固定模式 ，呈现方式也不一样，僵化地给复习课套 

上“模式”，显然是不适当的． 

2 对策研究 

高三数学复习课是高中数学课的重要组成部分， 

决不能游离于新课程 的要求之外．所 以，从学生 的学 

习需求与心理特点 出发 ，将数学复 习课上成鲜 活的、 

生动的、适合学生需求 的课 ，才是提高数学复习课有 

效性的基本方法． 

2．1 高效的复习课——启于“生动”的问题情境 

有研究表 明：面对有趣情境或者问题情境时 ，学 

生基于兴趣和好奇 ，会产生一定的问题意识口]．新授 

课时 ，创设情境受到了教师们 的普遍重视 ，而在设计 

复习课时 ，不少教师认 为：高三内容多 ，节 奏快 ，时间 

紧 ，课堂的主要任务是复习知识、总结方法 ，提高解题 

能力，创设情境实在是多余的，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的 

教学方式被普遍采用 ，导致课堂教学一开始就陷入机 

械死板的困境，使得学生在复习时了无情趣．事实上， 

为复习课设计一个好的问题情境 ，虽然会花去一些时 

间，但为学生的复习营造 了一个 良好 的氛围 ，激发 了 

学生复习的兴趣和激情，对提高复习的效果有着不可 

低估的作用． 

案例 1 江苏省无锡市第一 中学 的华志远老师 

在复习数列、研究数列中探索性 问题 的解法时 ，设计 

了如下的问题情境 ： 

教师：大家知道是什么现象触发牛顿发现万有引 

力定律的吗? 

学生 ：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教师 ：很多人都可 以看到这一现象 ，怎么唯独牛 

顿发现了这一规律呢? 

学生 ：这是因为牛顿聪 明．(大笑)噢!他具有一 

种探索的意识． 

教师 ：当然仅有 这种意识还不够 ，还要有科学 的 

思维方法(如特殊到一般、具体到抽象、感性到理性)、 

勇于探索的精神 、严谨 的治学态度．将来 ，同学们未必 

都成为大科学家，但这种探索的意识 、方法 、精神和态 

度还是值得大家借鉴和学习的．本节课，我们就以数 

列为载体，探讨一下解决探索性问题的常用策略I2]． 

为了将学生引进课堂学习的大门 ，华老师在课堂 

引入环节 中，不惜浓墨重彩 ，精心创设 了“牛顿发现万 

有引力定律”的问题情境．在问题情境 中将本节课 的 



 

主线 ，徐徐铺来 ，不仅让学生很 自然地进入下一步的 

学习 ，也使学生感到别样的新鲜 ，产生探索的欲望和 

积极学习的兴趣 ，从而收到较好 的复习效果 ，而且对 

学生的情感 、态度 、价值观和数学素养 的形成 ，也起到 

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2．2 高效的复习课——活于“机敏”的探究活动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 

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 自己是一个 

探索者、发现者、研究者，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 

种需要特别强烈．”倡导积极主动勇于探究的学习方 

式 ，是高中课程改革 的基本理念之 一，通过积极的探 

究活动使学生体验数学的发现与创造历程，可以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为此 ，作为教师 ，在教学 

过程中，要精心设计有价值的开放性问题，激励和引 

导学生去探究发现，给学生展示解题的精彩，让学生 

享受探究 的乐趣． 

案例 2 在复习“三角函数求值 ”时 ，笔者利用习 

题“已知 COS dq-2sin a一一√5，求 tan口”组织学生开展 

探究活动 ： 

探究 1：怎样求解这道题?哪种方法简便? 

学生通过探究 ，得 到两种常用解法，一种是由题 

设，结合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先求出 sin a和 

COS a的值，再求得 tan O／一2；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合一 

变形，得到 COS口+2sin d===√5COS(a-- )一一√5，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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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一{，COS ： ，于是有a一2kn+7c+ (k∈z)， ‘ √5 ‘ √5 ‘ 

从而得到 tan a‘一tan 一2． 

探究 2：还有更简捷的解法吗? 

学生积极思索 ，没有头绪． 

教师提示 ：对一个等式的两边 同时求导数，可 以 

吗 ?试 试 看． 

学生求导后 ，立即得到 一sin a-+-2cos口===0，从而 

有 tan a=2． 

有学生惊呼：这种方法太神了，也有学生嘀咕：这 

是巧合． 

教师 ：你说说看 ，为什么是“巧合”? 

学生 ：对于 COS a+2sin a—m(mE R)，两边求导 

后都有 tan 一2，而这显然是错误的． 

教师 ：这位 同学 真厉 害 ，这 种 巧合 是 我 特意 设 

计的． 

探究 3：你能找 出隐藏在这 “巧合”背后的真 

相吗? 

学生的探究热情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通过互相 

合作与交流，学生终于知道了“巧合”的真相：一√ 恰 

好是函数 厂(z)一COS +2sin 的一个极值，函数 

，( )在极值处的导数为 0．因此，对于本题，两边求导 

得到的结果是正确的，但条件变为 COS a+2sin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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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就不一定可行了． 

设计这样的探究活动，避免了教师讲得头头是 

道 ，而学生却听得 昏昏欲睡的现象 ，增加 了课堂的新 

鲜感，活跃了课堂的气氛．在复习三角函数求值方法 

的同时，复习了导数的知识，体会了在等式两边同时 

求导的解题方法，培养了学生的探究意识和严谨态 

度．在复习课 的教学中，教师要深入钻研教材 ，巧妙地 

将数学知识和方法设计成一系列 能引导学生 自主探 

究 的问题，让学生积极开展探究活动，体验探究过程 ， 

并在探究活动中获得成功的体验． 

2．3 高效的复习课—— 美于 “意外”的精彩生成 

课堂教学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生成的过程．这个过 

程既有规律可循 ，又有灵活 的生成性和不可预测性． 

新课程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抓住课堂中鲜活的生 

成性资源，运用适当的评价进行引导、挖掘、升华．因 

此 ，教师要能通过课堂生成资源的适度开发和有效利 

用，促进预设教学目标的高效率完成或新的更高价值 

目标的生成．新授课如此 ，复习课也应如此．高三数学 

复习课既需要教师在课前精心预设，更需要教师充分 

发挥 自己的教学机智，及时捕捉课堂 中的生成资源 ， 

使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案例 3 在复习“基本不等式的应用”时，笔者设 

计了如下的问题 ：“已知 z，Y∈R+，且 2z十3y一4，求 

二+ 的最小值．” 

学生经过尝试后很快得出解法： +三一÷(2x 
-z 吐 

+3j，)( + )一丢(5+ + )≥{(5+2√ ，当 
f 一 ． fz一2 一4， 

且仅当{ z 即{ ． 时取等号．所 【
2x~3y=4， ly=4一 

1 1 [ ／V 

以 + NNd,／i~N_o+ -5 -． 
．y 厶 

从学生的解答 中可 以了解到学生初步掌握 了基 

本不等式的应用，笔者感到很满意，对学生的解法给 

予 了充分 的肯定．正准备转入下一个 问题的研究 时有 

一 名学生提 出：若问题 的条件不变 ，而是改求 + 
z Y 

的最小值 ，又该如何求解呢?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问题，笔者事前对此毫无思 

想准备，怎么办?若解答这一问题，肯定要花去不少 

时间，影响教学进度 ；敷衍过去吧，显然要打击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降低学生的学习热情，更为严重的是，学 

生将要失去一次难得的探究时机和素材．这名学生课 

前肯定做 了预习，对这个 问题有 了一些思考，而且敢 

于提出问题，这种精神值得提倡．最后笔者调整预设， 

鼓励学生进行探究．为了便于解决 问题 ，将条件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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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一些 ：把 2 +3y一4改为 + 一2．两分钟后 ，就 

有几名学生获得 了解决问题 的途径 ： 

’

· ，yER+且z+．y一2，·’·考+素一寺( + ) 

· ( 1+y1 ／ 1(x 2一了2y T 2x T yZ+2)一丢[2 

+(著+差)十( + 1一(2+2+4)一2，当且 
仅当吾一 y2，了25g一 且z+ 一2，即 — 一1时等号 

成立，所以 +专的最小值为2． 

学生对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他们 

的创造潜能是巨大的，教学活动的关键是怎样充分激 

发学生的学习和创造的潜能，使他们能得到更有效的 

发展 ，而不陷入 自己精心预设 的框框里．在这里 ，学生 

不但会运用基本不等式，更能理解等号成立的条件． 

说明他们已经基本掌握了运用基本不等式的精髓，同 

时还具备了通过改变题 目的条件或结论编制新的数 

学问题的意识．基于这样 的情况 ，笔者又要求学生通 

过改变原来问题的条件 和结论得到一系列新 的问题 

变式，并探求其解法． 

学生通过思考及相互之间的讨论和交流 ，得到了 

许多探究成果，例如， 
9 1 

(1)已知 z>0，y>O，且 32+Y—l，求 + 的最 
』 Y 

小值． 

(2)已知 lz>0， >O，且 +兰 一1，求 + 的最 
I Y 

小值． 

(3)已知 >O，y>O，且 + 一1，求 的最小值． 

(4)已知 a，b，f，P，q都是正常数， ，Y是正变量，且 

z+ —c，求 + 的最小值． 
32 

这样做，虽然打乱了原来的设计，事先准备好的 

几道例题来不及 研究，课 堂没 能按照预设 的思路运 

行，但精彩的生成让平淡的课堂变得跌宕起伏，趣味 

无穷．不仅将学生在参与活动过程中生成的信息转化 

为有效的教学资源，而且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促使教 

学 内容不断生成，数学 知识不断建构 ，并得到 了有效 

的内化，使课堂成为激情与智慧综合表现的场所，成 

为教师与学生共同成长的舞台，收到了预想不到的复 

习效果． 

2．4 高效的复 习课——成于“问题”的链式设计 

著名的数学教育家波利亚曾经说过 ：“好 问题如 

同蘑菇，它们都成堆地生成，找到一个以后，你应当在 

周围找一找，很可能附近就有好几个．”在高三数学复 

习课上 ，为了揭示不 同知识 点、不同解题 方法之 间的 

内在联系，便于学生系统地掌握问题的本质，使思维 

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需要教师精心设计有层次、有 

梯度的问题系列 ，对学生开展渐进式 的拓展训练 ，在 

变中求进，进中求通，让学生有新鲜感，有参与教学活 

动的兴趣和欲望 ，实现课堂灵动，使复习高效． 

案例 5 在线性规划的复习中，根据复习教学 的 

目标和学生 的实 际，笔者从下面 的一道典 型 问题 出 

发，复习了求解线性规划 问题的基本方法 ，之后 又提 

出一系列的问题变式 ，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 

r ≥1， 

原题 ：已知 + 一4≤0， 求 一2z+ +2的最 

l2z一 一2≤0， 

小值． 

变式 1：求 z一 {2z+ +2{的最小值． 

变式2：求 z— + +2的最小值． 
．J一 

变式 3：求 一 的最小值． 
正 l 1 

变式4：求 z=丝! 的最小值
．  

l 1 

变式 5：若当z—a2c+ +2取最大值的最优解有 

无穷多个，求 n的值． 

fz≥ 1， 

变式 6：若满足 z+ym4Ko，的点 P( ， )构成 

lnz— 一2≤0 
一 个三角形区域，求实数n的取值范围． 

rz≥1， 

变式7：已知实数 32，3，满足 + 一4≤0，且目 

【nz十6 +c≤0 

标函数 z一2x+ +2的最大值为 9，最小值为 2，求 

口、b、C的值． 

这些变式学生既觉得熟悉又感到新鲜 ，欣喜过后 

又陷入深思：到底怎样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学生产 

生了要“弄清楚这些问题”的好奇心．这时，教师鼓励 

学生积极思维、互动交流，探索 出上述变式 的解法后 ， 

再引导学生进行比较分析，将获得 的结论与头脑中原 

有的知识相融合，使学过的知识和方法有机地统一起 

来 ，不仅激发 了学生参与 的热情，同时也使学生形 成 

了新的认知结构：此时 ，教师不失时机地加以总结 ：这 

些都和解析几何 中的“截距 、斜率 、距离”相关联． 

3 结束语 

在数学复习课中，教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 

理念 ，以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需求为第一 目标 ，高 

度关注复习课的新鲜感和高效性 ，通过形式多样的教 

学方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体作用 ，构建师生心灵共 鸣的和谐课堂 ，让 

课堂真正充满生命的活力 ，促进学生身、心、智 的全面 

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