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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0/2021_2022__E9_AB_98_

E8_80_83_E6_95_B0_E5_c65_630570.htm 众所周知高考数学的

复习面广量大，使不少考生感到畏惧，感到无从下手。如何

提高数学复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杭州第十四中学数学教研

组老师教你一个门道，简称“三问法”：第一问自己：“学

懂了没有？”主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即学了什么知识

；第二问自己：“领悟了没有？”主要解决“为什么”的问

题，即用了什么方法；第三问自己：“会用了没有？”主要

解决“做什么”的问题，即解决了什么问题。接下来再具体

说说走进“门道”的八个诀窍吧。 认真研读《说明》《考纲

》 《考试说明》和《考纲》是每位考生必须熟悉的最权威最

准确的高考信息，通过研究应明确“考什么”、 “考多难”

、“怎样考”这三个问题。 纵观这几年我省的高考，我们发

现命题通常注意试题背景，强调数学思想，注重数学应用；

试题强调问题性、启发性，突出基础性；重视通性通法，淡

化特殊技巧，凸显数学的问题思考；强化主干知识；关注知

识点的衔接，考察创新意识。 《考纲》明确指出“创新意识

是理性思维的高层次表现”。因此试题都比较新颖，活泼。

所以复习中你就要加强对新题型的练习，揭示问题的本质，

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多维审视知识结构 高考数学试题一直注

重对思维方法的考查，数学思维和方法是数学知识在更高层

次上的抽象和概括。知识是思维能力的载体，因此通过对知

识的考察达到考察数学思维的目的。你要建立各部分内容的

知识网络；全面、准确地把握概念，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



忆；加强对易错、易混知识的梳理；要多角度、多方位地去

理解问题的实质；体会数学思想和解题的方法。 把答案盖住

看例题 参考书上例题不能看一下就过去了，因为看时往往觉

得什么都懂，其实自己并没有理解透彻。所以，在看例题时

，把解答盖住，自己去做，做完或做不出时再去看，这时要

想一想，自己做的哪里与解答不同，哪里没想到，该注意什

么，哪一种方法更好，还有没有另外的解法。经过上面的训

练，自己的思维空间扩展了，看问题也全面了。如果把题目

的来源搞清了，在题后加上几个批注，说明此题的“题眼”

及巧妙之处，收益将更大。 研究每题都考什么 数学能力的提

高离不开做题，“熟能生巧”这个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懂。但

做题不是搞题海战术，要通过一题联想到很多题。你要着重

研究解题的思维过程，弄清基本数学知识和基本数学思想在

解题中的意义和作用，研究运用不同的思维方法解决同一数

学问题的多条途径，在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既构建知识的

横向联系又养成多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 一节课与其抓紧时

间大汗淋淋地做二、三十道考查思路重复的题，不如深入透

彻地掌握一道典型题。例如深入理解一个概念的多种内涵，

对一个典型题，尽力做到从多条思路用多种方法处理，即一

题多解；对具有共性的问题要努力摸索规律，即多题一解；

不断改变题目的条件，从各个侧面去检验自己的知识，即一

题多变。道题的价值不在于做对、做会，而在于你明白了这

题想考你什么。 答题少费时多办事 解题上要抓好三个字：数

，式，形；阅读、审题和表述上要实现数学的三种语言自如

转化(文字语言、符号语言、图形语言)。要重视和加强选择

题的训练和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答案正确，还要学会优化



解题过程，追求解题质量，少费时，多办事，以赢得足够的

时间思考解答高档题。要不断积累解选择题的经验，尽可能

小题小做，除直接法外，还要灵活运用特殊值法、排除法、

检验法、数形结合法、估计法来解题。在做解答题时，书写

要简明、扼要、规范，不要“小题大做”，只要写出“得分

点”即可。 错一次反思一次 每次考试或多或少会发生些错误

，这并不可怕，要紧的是避免类似的错误在今后的考试中重

现。因此平时注意把错题记下来，做错题笔记包括三个方面

： (1)记下错误是什么，最好用红笔划出。(2)错误原因是什么

，从审题、题目归类、重现知识和找出答案四个环节来分析

。(3)错误纠正方法及注意事项。根据错误原因的分析提出纠

正方法并提醒自己下次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注意些什么。你若

能将每次考试或练习中出现的错误记录下来分析，并尽力保

证在下次考试时不发生同样错误，那么在高考时发生错误的

概率就会大大减少。 分析试卷总结经验 每次考试结束试卷发

下来，要认真分析得失，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将试卷中出

现的错误进行分类。(1)遗憾之错。就是分明会做，反而做错

了的题； (2)似非之错。记忆得不准确，理解得不够透彻，应

用得不够自如；回答不严密、不完整等等。(3)无为之错。由

于不会答错了或猜的，或者根本没有答，这是无思路、不理

解，更谈不上应用的问题。原因找到后就消除遗憾、弄懂似

非、力争有为。切实解决“会而不对、对而不全”的老大难

问题。 优秀是一种习惯 柏拉图说：“优秀是一种习惯”。好

的习惯终生受益，不好的习惯终生后悔、吃亏。如“审题之

错”是否出在急于求成？可采取“一慢一快”战术，即审题

要慢，要看清楚，步骤要到位，动作要快，步步为营，稳中



求快，立足于一次成功，不要养成唯恐做不完，匆匆忙忙抢

着做，寄希望于检查的坏习惯。 另外将平常的考试看成是积

累考试经验的重要途径，把平时考试当作高考，从各方面不

断的调试，逐步适应。注意书写规范，重要步骤不能丢，丢

步骤等于丢分。根据解答题评卷实行“分段评分”的特点，

你不妨做个心理换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从平时做作业

“全做全对”的要求中，转移到“立足于完成部分题目或题

目的部分”上来，不要在一道题上花费太多时间，有时放弃

可能是最佳选择。 更多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高考站 百

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高考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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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