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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89_E6_95_B0_E5_c65_106128.htm 高三数学期中考试已

经结束，意味着第一轮复习已经过半，作为高三学生，应反

思这两个半月来，复习到位了吗？还存在什么问题？下阶段

应如何改进？这样才能提高效率，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 问

题一：基本知识概念未吃透 全面复习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

并加强知识的条理性和整体性是第一轮复习急需解决的问题

。 如面对代数中的4个“二次”：二次三项式、一元二次方

程、一元二次不等式、二次函数时。以二次方程为基础，二

次函数为主线，通过解析几何、三角函数、带参数的不等式

等典型重要问题，建构知识，发展能力。 数学中的许多概念

、公式都有共同的地方，很多方法、技能也有相似之处，但

它们彼此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细微的区别无论老师怎样三令

五申地强调，学生也许依然难以掌握。此时可以通过对比，

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区别与联系。例如： 1、对于函数f(x)=lg(1

2x 4xa)(1)f(x)在x∈(-∞,1)上有意义，则a的范围是____；

(2)f(x)的定义域为(-∞，1)，则a的范围是________。 2、在等

差数列{an}中，当ar＝as(r≠s)时，{an}必定是常数数列。然而

在等比数列{an}中，对某些正整数r,s(r≠s),当ar＝as时，非常

数数列{an}的一个例子是______。 问题二：数学思想方法须

梳理 高三的同学应有意识地运用数学思想方法去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通过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可以看出试卷主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对数学思想方法进行考查。常用的数学方法：配方法

、消参法、换元法、待定系数法、坐标法等等；数学思维方



法：观察与分析、概括与抽象、分析与综合、特殊与一般、

归纳与演绎等；常用的数学思想：函数与方程思想、数形结

合思想、分类讨论思想、化归思想等。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

的精髓，它蕴涵在数学发生、发展和应用的全过程中，对它

的灵活应用是数学能力的集中体现。 因为期中考试前主要是

函数部分的内容，题目所用知识比较单一。期中考试后，数

列、解几、复数、向量开始复习，题目所牵涉的知识点就比

较多了，比如函数和数列、复数和向量、解几与数列等等，

所以要加强知识交叉点问题的训练。这实际上就是训练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下一阶段的复习，应对数学思想方法

和数学基本方法进行梳理、总结，逐个认识它们的本质特征

、思维程序或操作程序。同学们只有对数学思想、数学方法

理解透彻及融会贯通时，才能提出新的看法、好的解法，形

成能力，提高数学素质。 问题三：运算能力不到位 运算能力

不到位也是期中考试反映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运算能力是

在掌握运算技能上发展起来的，主要表现在灵活运用运算的

法则、性质、公式，善于观察、比较、推理等。学习数学反

对死记硬背，但并不排除对所学知识的记忆。比如：三角函

数中的诱导公式；两角和与差的正弦、余弦、正切公式；二

倍角公式、万能公式等等。再如：立体几何中的一些公理和

定理，很多同学不愿花时间去记忆，使得解题速度缓慢或用

错公式、定理，从而导致运算准确率下降，时间来不及。如

果你觉得自己数学学得还不错，但总也考不好，是否从这方

面好好地找原因。因为有思路并不代表你能算对，不仅要会

做，而且做法力求简洁、节约时间，强大的运算能力是拿高

分的重要保证。 问题四：平时练习太浮躁 期中考试反映出来



的另一重要问题，也是高三同学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心理

素质问题。心理素质是适应环境，赢得学习、生活和事业成

功的必要条件。因为数学的抽象性，所以数学学习经常伴随

着困难，著名的数学教育家波利亚说过：“如果学生在学校

里没有机会尝尽为求解而奋斗的喜怒哀乐，那么他的数学教

育就在最重要的地方失败了。”数学为磨练意志和提高耐挫

力提供了绝好的平台。高三的同学要在体验挫折和失败的过

程中，形成百折不挠的良好的心理素质。 有的同学觉得自己

已经做了很多题目了，为什么还是考不好？高三时间紧迫，

学生的心态急躁，想在最短的时间做最多的事，许多题目没

有做完整，只是一个大概的思路，还许多题目是参照答案做

的，以为自己弄懂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掌握，这也是一

个很大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摆正心态，把平

时的一些基本题做到位，能自己独立完成，并且自己能把答

案算准确。平时题做错了，哪怕只错了一点点，不要轻易放

过，这些后遗症留下来，以后全是陷阱，自己挖的，不易发

现，会造成很多思维障碍。所以做得多不如想得多，多进行

解题的回顾、总结和反思，能够举一反三，重视“一题多解

”和“多题一解”，重视思维过程。数学的“核心能力”是

思维能力，只有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东西，才能真正掌握，

从而纳入你的知识结构中去。 问题五：应用题型被忽视 最后

一个问题：应用题。应用题总是以一种考察学生综合能力的

姿态出现，平时学生一方面接触不多，另一方面嫌应用题麻

烦，主观上不愿去研究，故而在应用题方面大多数学生是一

个弱项，需要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希望同学们在复习过程中

以平常心对待高考，增强自信心，不断地调整复习策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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