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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三基”就是指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的数学思想方

法，从近几年的高考数学试题可见“出活题、考基础、考能

力”仍是命题的主导思想。因而在复习时应注意加强“三基

”题型的训练，不要急于求成，好高骛远，抓了高深的，丢

了基本的。 考生要深化对“三基”的理解、掌握和运用，高

考试题改革的重点是：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变

，考试大纲提出的数学学科能力要求是：能力是指思维能力

、运算能力、空间想象能力以及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新课

标提出的数学学科的能力为：数学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数学探究能力，数学建模能力，数学交流

能力，数学实践能力，数学思维能力。 考生复习基础知识要

抓住本学科内各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与综合进行重新组合，

对所学知识的认识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结构，达到“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境界。 强化基本技能的训练要克服“眼高手低

”现象，主要在速算、语言表达、解题、反思矫正等方面下

功夫，尽量不丢或少丢一些不应该丢失的分数。 要注重基本

数学思想方法在日常训练中的渗透，逐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

力。 夯实解题基本功。高考复习的一个基本点是夯实解题基

本功，而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片面做法是，只抓解题的知识因

素，其实，解题的效益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基本的有：

解题的知识因素、能力因素、经验因素、非智力因素。学生

在答卷中除了知识性错误之外，还有逻辑性错误和策略性错



误和心理性错误。 数学高考历来重视运算能力，运算要熟练

、准确，运算要简捷、迅速，运算要与推理相结合，要合理

，并且在复习中要有意识地养成书写规范，表达准确的良好

习惯。 2. 全面复习，系统整理知识，查漏补缺，优化知识结

构 这是第一阶段复习中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考生在这一过

程应牢牢抓住以下几点：①概念的准确理解和实质性理解；

②基本技能、基本方法的熟练和初步应用；③公式、定理的

正逆推导运用，抓好相互的联系、变形和巧用。 经过全面复

习这一阶段的努力，应使达到以下要求：①按大纲要求理解

或掌握概念；②能理解或独立完成课本中的定理证明；③能

熟练解答课本上的例题、习题；④能简要说出各单元题目类

型及主要解法；⑤形成系统知识的合理结构和解题步骤的规

范化。 这一阶段的直接效益是会考得优，其根本目的是为数

学素质的提高准备物质基础。认真做好全面复习，才谈得上

灵活性和综合性，才能适应高考踩分点多、覆盖面广的特点

。 这一阶段复习的基本方法是从大到小、先粗后细，把教学

中分割讲授的知识单点、知识片断组织合成知识链、知识体

系、知识结构，使之各科内容综合化；基础知识体系化；基

本方法类型化；解题步骤规范化。这当中，辅以图线、表格

、口诀等已被证明是有益的，“习题化”的复习技术亦被证

明是成功的，如，基本内容填空，基本概念判断，基本公式

串联，基本运算选择。 3．加强对知识交汇点问题的训练 课

本上每章的习题往往是为巩固本章内容而设置的，所用知识

相对比较单一。复习中考生对知识交汇点的问题应适当加强

训练，实际上就是训练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

形成有效的知识网络。知识网络就是知识之间的基本联系，



它反映知识发生的过程，知识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构建知

识网络的过程是一个把厚书（课本）读薄的过程；同时通过

综合复习，还应该把薄书读厚，这个厚，应该比课本更充实

，在课本的基础上加入一些更宏观的认识，更个性化的理解

，更具操作性的解题经验。 综合性的问题往往是可以分解为

几个简单的问题来解决的，这几个简单问题有机的结合在一

起。要解决这类考题，关键在于弄清题意，将之分解，找到

突破口。由于课程内容的变化，使知识的交汇点出现了新动

向，如从概率统计中产生应用型试题，从导数应用中与函数

性质的联袂，从解析几何中产生与平面向量的联系、立体几

何、三角函数、数列内容中渗透相关知识的综合考查（如三

角与向量的结合、数列与不等式结合、概率与数列内容的结

合）等。 4. 不搞题海取胜，注重题目的质量和处理水平 如果

采取题海战术、猜题押题等手段来应付升学考试，其结果是

步入了“低效率、重负担、低质量”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应

该控制总题量，不依靠题海取胜，当处理的题目达到一定的

数量后，决定复习效果的关键性因素就不再是题目的数量，

而在于题目的质量和处理水平。 ①考生对立意新颖、结构精

巧的新题予以足够的重视，要保证有相当数量的这类题目，

但也不一味排斥一些典型的所谓“新题”、“热题”。传统

的好题，包括课本上的一些例、习题应成为保留节目。陈题

新解、熟题重温可使学生获得新的感受和乐趣。 ②要控制题

目的难度，在“稳”、“实”上狠下功夫，那些只有运用“

特技”才能解决的“偏、怪、奇”的题，坚决摒弃。 ③要讲

究讲评试卷的方法和技巧。 题目训练更强调收效。考生学好

数学就必须做题，各种类型题目的训练是必须的，但决不能



搞题海战术。 做题的目的是训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数学能

力，是检验对数学基本概念、公式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因此

，做题一定要强调有收效，不要做了也不理解，甚至不知道

做对没有。强化通性通法的训练，让自己达到一做就能得分

的境地。 要善于在解题后进行归纳总结，不要盲目地毫无针

对性地要求学生做题，更没有必要大量反复地做同一类型的

题，要认识到理解了10道题的收效要大于匆忙做100道重复的

题。重要的是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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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