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我们强调的是抓纲扣本，现在的纲就是
我们的课程标准，本就是教材。

教育学生认真研究课程标准，重点解读课标
中的关键词，如了解、理解、掌握和灵活应用和区
别，选取适当的、对应的练习巩固提高，或者主动
找老师甄别，争取学习更有针对性、更高效。

在研究高考题时，结合教材内容，分析高考题的
出处和由来，尤其应该关注高考题是如何命制的，考
查哪些知识与能力，经常对高考题进行拓展，多关注
一些相关文章，并在学习时多进行探讨和交流。

学生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不应放在教辅上，否
则必然对教材基本知识的理解有所忽略，甚至造

成知识的混乱，如果无所选择地做教辅上的练
习，陷入了“题海”中，很可能使得人感觉“苦海无
边”。所以以教材为本，用较多的时间研究教材
中的知识与知识的结构，夯实基础，编织自己的
知识网络，再做适当的练习，强化对知识的理解，
就会取得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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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专刊·数学

如何对所学知识进行定位？在学习中，可
以变隐性为显性、分散为集中，结合以前所学的
内容，通过挖掘、提炼、明确化等方式，同时通过
新内容的学习，使自己感受和体验如何学会数学
思考方式，体会推理和证明在数学学习和日常生
活中的意义和作用，进一步提高数学素养。

（1）如何整体规划
第一，数学学习中，始终应贯彻一种思想：

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形成一种学习模式：课前
有疑，课中质疑，课后探疑。

第二，定期进行当年高考题或模拟题自测，
目的是让自己整体把握高考。

第三，班内组成数学学习小组，合作学习，及
时解决疑难问题，激发兴趣，提高学习竞争意识。

（2）如何理解数学的学习
数学学习是概念的学习；课上不只是“听懂

了”，更应是“会做且做对了”；课后需要同学们
自己领悟、思考、练习。

（3）如何建立、巩固和完善数学知识的框
架结构

①仅凭想象、记忆画知识网络图。
②回顾以前做过的习题、错题，重做是个好

办法。
③选做新的习题。
（4）如何理解数学需要在练中发现问题
在练中纠错；在练中整合；在练中反思；在

练中提高。
第一，选题目。
第二，计算时间，限时完成。
第三，不要马上对照答案，而是给自己一点

时间，思考刚才做的练习中有没有需要补充或
改正的。

第四，对照参考答案，找出与参考答案的差
异，并分析每一个知识点，总结自己的正确部
分，参考答案的精华部分，一定要记住，你的答
案才是你的，别人的答案也有错误或者不全的

地方。
第五，回归书本，这些题目用了哪些知识，

哪个知识用得比较多，初步定下所谓的“重要知
识”，进一步深化知识的理解。

第六，举一反三，可以参照这些题型材料和
知识，自己想一想以往做过的练习，或者自己编
写一些题目，你会发现“原来自己那么的聪明，
掌握知识那么快而且牢固！”

（5）如何分段按计划实施
第一轮：梳理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
第二轮：侧重综合性问题的解题方法和解

题策略。
第三轮：主要是查漏补缺，增强对试卷整体

的把握。
三轮复习不能割裂，要融为一体科学复习

备考，避免“眼高手低”；切忌“浅尝辄止”；防止
“断章取义”。相信同学们科学的复习一定会在
高考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高三数学复习备考指南

从整体上看高考试题
高考数学试题以数学知识为载体，重点考查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数学的基本思想及方法。

1.体现数学的两重性──数学内容的形式性和数学发现的经验性，试题体现演绎与试验、归纳的特点。
2.体现数学的基本要素：逻辑与直觉、分析与构造、一般与个别。
3.体现数学是一门动态的发展的科学，数学是关于模式科学，而不仅仅是关于数的科学。

1.非课改区
从高考试题形式和内容上看，近几年基本趋

于稳定。所谓稳定，是指高考数学试题主要还是
对主干知识和重点、热点知识的考查，不追求细
枝末节，主要表现为不回避考过的内容和相似的
大题。但也有部分试题，比如对类比、猜想、构造
等思想的考查，动手能力的考查，建模思想的考
查，有向课改区试题转移、靠拢的趋势。因此，高
三学生除研究非课改区试题之外，必须研究课改
区试题，我们认为研究高考试题是高考取胜的明
智之举，搞题海战，疲劳战，靠熬时间是考不出好

成绩的。如近三年的立体几何考查，求二面角的
方法，多为定义求解，较少使用三垂线定理，就因
为新教材中弱化了三垂线定理。

2.课改区
高考试题相对灵活，更加强调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尊重经验，二是关注体验，三是联系生
活。有人说高考题变难了，有人说高考题出的更
灵活了，有人说高考题无法把握，种种说法、看
法，如何理解？我们的理解是：高考题的命制越
来越科学，越体现它的功能性。新颖的设问方
式，新置的概念背景，探索开放的结论等都提醒

考生，靠背题型、死读书是行不通的。数学学习
实质是概念学习，理解概念，辨析概念，针对概念
的学习越来越应该呼吁，背离概念的大运动量的
训练应该叫停。有学生见资料就买，生怕自己
有哪个资料上的题没做到，其实认真研究一下高
考题，有多少次考资料上的原题，或者说类似题，
有哪个题不是考学生对概念的理解。要说高考
题难，是因为高考考得高明，是因为学生对概念
不甚理解，或者说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延伸拓
展不够，一些高考难题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考查了
数学概念，只是更隐蔽一些罢了。

如何应对新课改背景下的数学高考

（1）知识领域。新教材可分为：代数、几
何、概率统计、微积分、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内
容（算法、框图、推理与证明）等五个领域考
虑。解决“有什么”内容的问题。老教材主干
知识可分为：函数与导数、向量与三角、平面
解析几何、概率统计、立体几何、数列等。高
考体现的知识综合与难度变化。如函数、导

数、数列、不等式的综合，直线与圆锥曲线的
综合等；对立体几何和数列的考查难度有所降
低。

（2）知识结构。揭示数学各部分内容、各
分支之间的有机联系，提高对高中新课程数学
内容整体的认识。新教材强调模块，螺旋上
升，逐步渗透，其实质也是给我们现阶段的高

三学生以提醒，知识出现看似突然，其实是必
然，我们不能全盘承接，必须想一些技巧，做
一些铺垫，主动引入与发展知识，学会深入研
究教材，完善、弥补、拓展教材。

（3）思想方法。对数学内容的进一步提
升，进一步加深对高中新课程数学内容和教育
价值的认识。

课改区与非课改区高考数学试题

1.全面解读课程标准和考试说明，做到正确使用教材和教辅

2.系统分析教材内容，做到心中有数

3.制定详实具体的备考方案，做到不急不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