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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F_9B_E6_95_B0_E5_c65_105944.htm 2005年考试大纲（下简

称考纲）已于日前正式发布，与2004年的考纲相比，主要是

在对能力要求的解释、试题结构和题型示例等方面作了些微

调.2005年的考纲，重新界定了对能力的要求，取消了选择题

、填空题、解答题三种题型分数的比例限制，删去了容易题

、中等题和难题的比例，调整了对个别知识点的要求. 针对这

些新变化，我们给考生们提出如下复习策略，以期考生在高

考冲刺最后阶段里，能正确把握复习方向，夯实基础知识，

注重调适考试心理，掌握答题技巧，取得满意高考成绩. 一、

精读细研定方向，勤钻善思现高效考前复习应加强对考纲与

近年考题的研究 新的考纲，既是高考命题的依据，也是高考

总复习的依据.近年考题，代表着过去成功的命题经验，蕴藏

着今后命题的规律与趋势.认真研读考纲，努力钻研考题，一

定会使你的复习找准方向，减少无谓劳动，提高复习效益. 开

始进入总复习时，学生应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近年的高考

试卷，明晰高考数学命题的基本走向.要认真学习一遍新的考

纲，从宏观上准确掌握考纲序言中的精神和考试性质，准确

掌握考试的内容，从微观上细心推敲以下几个内容: 1.细心推

敲对高考内容三个不同层次的要求，要准确掌握哪些内容是

要求了解的，哪些内容是要求理解或掌握的，哪些内容是要

求灵活运用和综合运用的.2.细心推敲要考查的数学思想和数

学方法各有哪些.3.细心推敲要考查的数学能力，为什么说思

维能力、运算能力与空间想像能力称为数学能力，而把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称为较高层次的能力.4.

掌握近年来对某些知识要求的变化情况.到高考前一个月左右

，应该再学习一遍考纲，看看哪些方面的复习与考纲的要求

还有距离，以便及时查漏补缺、突出重点. 二、注重细节须规

范，优化过程求准确考前复习应努力避免“两不”问题 所谓

“两不”，就是“会而不对、对而不全”.有的考生基础尚可

，拿到一道题目并非束手无策，而是在正确的思路上，或考

虑不周，或推理不严，或书写不准，最后答案是不完整的甚

至是错误的，这叫“会而不对”.有的考生解题思路大致正确

，最终结论也出来了，但丢三落四或缺欠重要步骤，中间某

一步逻辑点过不去.或遗漏某一极端情形，讨论不够完备.或是

潜在假设.或是以偏概全等，这叫“对而不全”.会而不对，令

人惋惜.对而不全，得分不高. 1.细节求完善，远离“会而不对

” “会而不对”，是一直困扰学生的一个问题.其实学习“由

不会到学会”是一个过程，再由“学会到做对”又是一个过

程.后一个过程的完成需要付出更为细致艰辛的劳动.有一本畅

销书《细节决定成败》中提到“把小事做细，伟大将不期而

至”，这就是细节的魅力.同样高考的成败也与细节紧密相关.

要想把看似简单的问题完成得完美，关键不是考试时的仔细

、认真，而是平时对自己存在问题的较真.对平时练习中的失

误，要小题大做，不仅要分析失误的原因，还要将这些失误

记录在案，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并再三反思，保证下

次不再出错，切不可用“粗心”二字一带而过.只有这样，才

能保证你在高考中“会而对”. 2.过程求优化，摒弃“对而不

全” “对而不全”，也是一直困扰学生的一个问题，如:立体

几何论证中的“跳步”，使很多人丢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得



分.代数论证中“以图代证”，尽管解题思路正确甚至很巧妙

，但是由于不善于把“图形语言”准确地转译为“文字语言

”，得分亦少得可怜.因此，答题时必须追求过程的优化，确

保运算的准确，做到条理的清晰.只有这样，才可确保在高考

中“对而全”. 解题要规范，计算要准确，要努力做到“会又

对、对又全、全又美”，这也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 三、勤思

善想为探究，深挖广拓激思维考前复习应加强对教材例习题

的挖掘 很多考生在备考时，整天沉溺于各种复习资料尤其是

数学模拟试卷或新颖的试题之中，而数学教科书则成了参考

书或者干脆束之高阁，理由是“数学教科书没什么新的内容

，它太简单了”.其实，任何解题方法都有其赖以产生的数学

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数学教科书的知识、结论、思想方法

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忽视教科书的基础作用与示范

作用，虽然靠题海训练也可以记住很多重要方法，但这些方

法彼此之间没有有机联系，是孤立的，且它往往只与某种单

一类型的问题联系着.这就造成考生一旦遇到新颖问题，就难

以触类旁通，想不到以什么方法去解决问题.这是当前考生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高考数学成绩上不去的关键.解决这个

问题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发挥教科书的示范作用，

把几本教科书所涉及到的结论与事实、思想与方法用它们内

在的规律建构纵横联系、经纬分明的整体网络，也就是要解

决好“是什么（知识结论问题），为什么（知识联系问题）

，怎么用（能力表现问题）”等三个层次问题. 例如，2004年

上海卷（理）第11题是:教材中“坐标平面上的直线”与“圆

锥曲线”两章内容体现出解析几何的本质是什么？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