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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盘算利用高考前最后一个暑假好好补一下数学，却不知从

何入手？多年从事高中数学教学研究的马兰军老师提醒，复

习的第一步：着眼点要高。 理清数学概念 数学概念是数学学

习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只有数学概念掌握清楚，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路才能正确。数学概念学习包括：数学定义、

数学公式、数学定理等内容。重在概念形成的过程，有些学

生对数学概念学习不重视，只是简单地读一遍就草草了事开

始做题，目的是想通过问题练习，去巩固概念，这是不可取

的，应该在先掌握正确概念与方法的基础上，然后去解决问

题，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数学概念一般分为：归

纳定义、概念剖析、概念应用等。 1 .在归纳定义时要自己去

总结，通过自己去尝试、去概括，总结出现象或问题中最本

质共性的东西，可进一步加深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不能用老

师的讲授去代替自己思维活动； 2.一般来说引出严格概念之

后，还要去回顾体会知识形成的过程，进行概念剖析，如概

念或定理的条件是什么、关键词是什么、结论是什么、不满

足其中条件结果又如何、如何将概念或定理的文字语言转化

成数学语言或数学符号来表示等等，这是一个对知识形成过

程强化的过程. 3.最后根据概念找出一些真对性的问题，学生

自己去判断去讨论，应用概念解决问题，以达到强化巩固概

念，掌握概念的目的。 强化数学问题中的通理通法 1.数学问

题的选择，在整体上应体现数学学习过程中各方面的要求，



特别要重视问题尽可能多方面地反映学生自己的实际情况，

对于课本上的问题，要清楚教材上的解题思路和解题方法，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或困惑，要及时问老师

或问同学搞清楚，不要积累问题，从而在学习过程中选择更

好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2.注意多样性、趣味性、层次性、可

选择性和可行性，既有覆盖面又突出教学重点，题量适当，

有易有难，形成坡度；要善于整合，善于将不同的知识点有

机地联系起来，提高自己联想、类比、迁移的能力及综合分

析问题的能力。如：三角与向量的整合，向量与解析几何整

合，数列与函数的整合，信息技术与数学整合等等。 3.对于

所选用的习题，依据教材内容和学生自己认知发展水平，合

理配置，适当组合。问题的选定要有代表性，要注意问题的

延伸，或变式或推广。 4. 对具体的数学问题，可能有特殊的

解决方法；而对于这一类问题，我们所强调的是通法，只有

掌握了最通用的方法，才能达到通一法而通一类的效果。如

：求曲线上的点到一条直线的最近距离，圆，椭圆，双曲线

，抛物线各有各的特殊解决方法，但也有一个能同时解决的

方法，利用平行线及切线的方法。 强调通法，并不是不考虑

特殊的方法，有时候特殊的方法很有效，从学生掌握知识的

结构和认识问题的规律来说，学生要学习掌握的是解决这一

类问题的方法，而不仅仅是打开一扇门的钥匙。 注重学习过

程的反思 所谓反思，就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多层次、多角度

地对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和思

考。荷兰著名数学家弗莱登塔尔曾指出，“反思是重要的数

学活动，它是数学活动的核心和动力”。 学生通过反思，可

以深化对问题的理解，优化思维过程，揭示问题本质，探索



一般规律；通过反思，可以沟通问题间的互相联系，从而促

进知识的同化和迁移，产生新的发现。因此，反思是一种积

极的思维活动，在学习过程中学会积极反思，对于培养学会

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反思什么，怎样反思，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思考： - 问题所涉及的知识点是什么 - 是否已接触过相

同或相类似的问题及有什么联系 - 解决这类问题的通法是什

么 - 解决这一类问题常犯错误或要注意的是什么 - 是否可转换

角度进行思考及不同知识点的相互联系 - 问题能否进行变式

或推广 如：向量的模，复数的模及坐标平面上两点之间的距

离，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吗？圆或其他曲线在以上不同的情

况下其方程的形式又如何？又如：全高中阶段学习不少的有

关角的概念，分别有：解析中的直线的倾斜角，两条直线的

夹角，极坐标系中的极角；向量中的两个向量的夹角；立体

中的两异面直线所成的角，直线与平面所成的角，斜线与平

面所成的角等等，它们各是怎样定义的，是否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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