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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06/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9_AB_98_c65_106033.htm 从现在到2006年上海市高考，

还有不足4个月的时间，如何复习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呢？本人

结合上海市高考要求及自己在近几年高三教学中的积累，向

考生们提一些建议，供大家参考。 牢抓“双基”避免题海 上

海近几年的数学高考中，基础题和中等题占80%左右，而且

在“押轴题”的难度上也有一定的降低。这就要求考生能熟

练掌握教材上所提到的概念、公理、定理、法则、性质、公

式，并能按照一定的程序与步骤进行运算、数据处理(包括使

用计算器)和绘制图、表的技能。因此在复习过程中，应紧抓

“双基”，具体复习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复习时应紧扣

教材。在复习的最关键阶段，尤其是考前，考生们做的最多

的是不停地做各种试卷，希望通过大量题目，提高应试能力

，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如果在复习时忽视教材，就会对

基础知识的掌握带来一定的困难。事实上，高考数学试卷中

有相当多的试题是课本上基本题目、基本方法经稍作变形、

推广而得来的。如2002年上海市高考数学第22题，就是对教

材中组合数的运算法则从自然数集向整数集的一个推广，若

考生对教材中组合数性质及其证明过程非常熟练，在考试中

就不会没有方向。 在复习的最后阶段，考生如能不断联系教

材，充分利用教材中知识更新形成过程和例题的典型作用，

不仅能克服“眼高手低”的毛病，而且也能充分体会基础数

学的通用性方法在解题中的作用，有助于对数学理解能力的

提高。 2、仔细研究《2006年上海市高考考试手册》，明确考



查的重点和热点。2006年上海市数学高考仍延续2005年高考

时的办法，即只考一期、二期课改教材的共同部分，目的是

减轻考生的学业负担和考试压力。 通过研究两期课改的共同

知识点，可以发现：有关函数、不等式、数列、圆锥曲线等

内容在两期课改中均是支撑数学学科知识体系的主要内容，

从而构成了数学试卷的主体。而有些知识点，如立几中的“

二面角”这个知识点，在非实验学校考查内容中出现，但在

实验学校(二期课改)考查内容只提到“距离和角”，然而这

个“角”中却包含了“二面角”。同样，考生通过对比其他

知识点还可发现类似情况。考生如能通过对《考试手册》的

研究，对重点、热点心知肚明，那么在指导复习时，就能减

少盲目性，就能对有关内容进行大胆取舍，以求精炼到位，

真正提高复习效率。 梳理知识整理题型 近年来，在高考命题

中，很明显地朝着对知识网络交汇点、数学思想方法及对数

学能力的考查的方向发展，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应对所学知

识进行及时的梳理，这里既包含对基础知识的整理，也包括

对数学思想方法的总结。 1、要及时对做错题目进行分析，

找出错误原因，并尽快订正。有些学生在做错题目后，往往

会自我安慰，将错题原因归结为粗心，这或许有一些因素在

里面，但对大部分学生来说，题目做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在讨论有关等比数列前n项和的问题时，许多学生漏掉

了q=1这种情况，这实际上是对等比数列求和公式的不熟练所

造成的，假如能真正掌握此公式的推导过程，熟知其特点，

在做题时，是不会轻易漏解的。又如：方程x2 2x 1=0的解集

只有一个元素，求a的取值，许多学生会漏掉a=0这种情况。

发生这类错误，其实是对题目中到底是几次方程还没彻底搞



清楚，先入为主将它看成是一元二次方程所致，这不是单纯

的粗心问题，而是概念的模糊。像这些错误，如不经过仔细

分析，并采取有效措施，以后还会犯同样错误。对做错题目

的及时反馈，是复习中的重要一环，应引起广大考生的普遍

重视。 2、对相同知识点、相同题型考题的整理，也是复习

中的重点。许多知识点，在各类试卷中均有出现，通过复习

，整理出它们共同方法，减少以后碰到相同题型时的思考时

间。如：设函数f(x)是定义域为R的函数，且f(x 2)[1-f(x)]=1

f(x)，又f(2)=2 2姨，则f(2006)=________，在此类题目中，要

求的数与已知相差太大，要求出结论，必定有周期性在里面

，因此先应从求周期入手。又如：设不等式2x-1>m(x2-1)对

满足m≤2的一切实数m的取值都成立，求x的取值范围。此类

题中，给出了字母m的取值范围，若将整个式子化为关于m的

一次式f(m)，则由一次函数(或常数函数)在定义区间内的单调

性，可通过端点值恒大于0，求得x的取值范围。考生们在复

习中，如能对这些相同题型的题目进行整理，相信一定能提

高应试时的准确性。 3、对数学思想方法的整理。近年来，

上海市高考中明确指出知识考查的同时要考数学思想方法，

这其中主要包括：函数与方程的思想方法、数形结合的思想

方法、分类讨论的思想方法、转化与化归的思想方法等思想

方法。如2005年上海市秋季高考(理科卷)第16题，就用到了数

形结合的数学思想。平时在复习中，如果加强对数学思想方

法的训练，不仅能提高应试能力，还能真正提高自己的数学

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 4、对能力型问题的整理。近几年高

考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根本性的变化，即涌现了大量的考

查能力的题目，新题型也不断出现。在题目的设计上有意识



的控制运算量，加大了思维量，并进一步加大了数学应用问

题的考查力度，同时加大了对数学知识更新和数学理论形成

过程的考查，以及对探究性和创新能力的考查，这些已成为

考试命题的方向。如：上海市2006年春季高考最后一题，将

研究性学习的内容渗透进考试题目中，为高考命题开拓了新

的空间。考生们在复习时，适当研究一下这些新问题，找到

其中规律，做到心中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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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