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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6_95_B0_E5_c65_184160.htm 目前，高三数学复习

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在这段时间里，应做好以下工作： 

根据考纲调整策略 一年一度的《考试大纲》反映了命题的方

向，研读考纲，不但可以从宏观上掌握考试内容，做到复习

不超纲；而且可以从微观上细心推敲对众多考点的不同要求

，分清哪些内容只要一般理解，哪些内容应重点掌握，哪些

知识又要求灵活运用和综合运用。复习中，要结合课本，对

照《考试大纲》把知识点从整体上再理一遍，既有横向串联

，又有纵向并联。 从今年的《考试大纲》看，总体要求保持

平稳，并在平稳过渡当中强调了试题设计的创新程度。大纲

要求试题难度更加符合中学教学的实际与高中学生学习的实

际水平。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三角函数、立体几何两个模块

的具体要求明显地降低了。三角函数知识作为解题的工具，

没必要学习得那么深、那么难。在立体几何的备考方面，考

生一般有求难的趋向，这显然也是不必要的。 从《考试大纲

》来看，对易、中、难三种题型的设计的比例有了更明确的

规定，那就是，容易题和中档题为试题主体，明确强调中档

题和容易题的设计不会低于70%，如果坚持了这个标准，2007

年的数学高考试题的难度一定会降低。 因此，在今后的复习

中，继续加强基础知识的巩固和提高，加强各知识板块间的

联系和综合，加强通性通法的总结和运用，重视教材，狠抓

基础是根本；立足中低档，降低重心是策略；过程中发展能

力，提高素质是核心。 研读近年高考试题 随着高考命题的改



革，试题中数学思想体现得越来越广泛，那就是：知识的跨

章节的综合与交汇，解题思想方法的相互渗透与迁移。《考

试大纲》明确指出：对数学基础知识的考查，要既全面又突

出重点，对于支撑学科的内在联系和知识的综合性，不刻意

追求知识的覆盖面。因此，认真研究近年高考试题，掌握高

考脉搏显得尤为重要。 经过第一轮复习，学生们对所学知识

有了较全面系统的复习，但综合运用的能力还比较薄弱，有

些概念、公式和典型解题方法可能也遗忘了。因此在今后的

复习中还应回顾课本、学习笔记和纠错本，浓缩所学知识，

熟练掌握解题方法，加快解题速度，缩短遗忘周期，达到复

习巩固提高的效果，这一阶段为重点复习，以提高“三性”

即知识与能力的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为重点。以重点知

识再复习为主，选择题目应注重以下三个方面：(1)强调知识

的综合性及不同章节的内在联系；(2)强调重要的思想方法。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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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与划归的思想方法；运动与变换的思想

方法等渗透在复习过程中；(3)强调思维训练，体现多一点想

，少一点算或不急于算。 构造复习专题 在这一复习阶段中可

以做一些专题。比如：在知识的对接与交汇处，就能构造出

考查能力的试题；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应当有意识地

形成该试题的适应结合点，反思解答问题时的开窍点，优化

解题时思维线路，熟练解答问题的通性通法，强化解答综合

性数学高考试题的一般思维模式，就能不断提高综合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学们可以构造如下专题： 1.集合与

不等式、方程综合； 2.函数与解不等式、解析几何、立体几

何、三角函数、函数等综合； 3.向量与平面几何、解析几何



、立体几何、三角函数、函数等综合； 4.导数与函数、解析

几何、立体几何等综合； 5.函数图像、圆锥曲线上的点列问

题； 6.三角函数与平面几何图形的交汇； 7.相关函数图像的

实际应用性问题； 8.不等式证明与函数、数列对接，是数学

理科试题出现较多的试题； 9.函数、数列、二项式定理、不

等式证明综合题； 10.设计新颖的结合实际背景的概率统计试

题，是每套高考试卷的一个亮点； 11.以函数、数列、不等式

、导数为解题工具的实际应用性试题也时而在考卷里展现。 

构造专题的目的在于强调和突出重点，解决基本数学思想和

数学方法的落实。 如果说第一阶段复习主要以纵向为主、顺

序复习，那么这一阶段就是以横向为主、深化提高了；高考

第二阶段的复习，应在继续做好知识结构调整的同时，抓好

数学基本思想、数学基本方法的提炼，做好“五个转化”，

即从单一到综合；从分割到整体；从记忆到应用；从慢速模

仿到快速灵活；从纵向知识到横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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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