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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6_95_B0_E5_c65_630572.htm 学习数学需要通过复

习来循序渐进地提高自己的数学能力，考生在数学首轮复习

中，往往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只顾埋头做题而不注重反思，

有些同学在做题时，只要结果对了就不再深思做题中使用的

解题目方法和题目所体现出来的数学思想；二是只注重课堂

听课效率，而不注重课后练习，这在文科生中显得尤为普遍

，这往往会导致考生看到考题觉得自己会，可一做就错。 数

学教育家傅种孙先生言：“几何之务不在知其然，而在知其

所以然；不在知其然，而在知何由以知其所以然。”实际上

也为数学的学习标明了三个递进的境界：一是知其然，二是

知其所以然；三是知何由以知其所以然。数学首轮复习，不

能满足于一，应该立足于二而求三。 高考复习有别于新知识

的教学，它是在学生基本掌握了中学数学知识体系，具备了

一定的解题经验的基础上的复课数学；也是在学生基本认识

了各种数学基本方法、思维方法及数学思想的基础上的复课

教学，其目的在于深化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完善学生的

知识结构，在综合性强的练习中进一步形成基本技能，优化

思维品质，使学生在多次的练习中充分运用数学思想方法，

提高数学能力，高考复习是学生发展数学思想，熟练掌握数

学方法理想的难得的教学过程。 实际上，高考这一年数学复

习工作概括起来就三句话：澄清概念（思维细胞）；归纳方

法（何时用，用的要领）；学会思考。为便于同学操作，在

此向进入数学第一轮复习的同学提五项建议： 一、夯实基础



，知识与能力并重。 没有基础谈不上能力；复习要真正地回

到重视基础的轨道上来，这里的基础不是指针对考试机械重

复的训练，而是指要搞清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体验知识形

成过程以及对知识本质意义的理解与感悟，同时，对基础知

识进行全面回顾，并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著名数学家华罗

庚先生说：“数学是一个原则，无数内容，一种方法，到处

可用。”华罗庚先生还一再倡导读书要把书读得“由薄到厚

”，再“由厚到薄”，如果说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学习12年数

学的过程是“由薄到厚”的过程，那么高考复习的过程应该

是深刻领会数学的内容、意义和方法，认真梳理、归纳、探

究、总结、提练，把握规律、灵活运用，把数学学习变成“

由厚变薄”的过程，变成我们培养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

的最有效的工具，成为自己做高素质现代人的重要武器，那

时，做高考数学题就会得心应手。 二、复习中要把注意力放

在培养自己的思维能力上。 培养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始

终是数学复习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要在体验知识的过程中，

适时进行探究式、开放式题目的研究和学习，深刻领悟蕴涵

在其中的数学思想方法，并加以自觉的应用，力求做到使自

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切实的提

高。 学习好数学要抓住“四个三”：1、内容上要充分领悟

三个方面：理论、方法、思维；2、解题上要抓好三个字：数

、式、形；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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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习中要驾

驭好三条线：知识（结构）是明线（要清晰），方法（能力

）是暗线（要领悟、要提练），思维（训练）是主线（思维

能力是数学诸能力的核心，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是最强大的创



新动力，是检验自己大脑潜能开发好坏的试金石。） 三、讲

究复习策略。 在第一轮复习中，要注意构建完整的知识网络

，不要盲目地做题，不要急于攻难度大的“综合题、探究题

”，复习要以中档题为主，选题要典型，要深刻理解概念，

抓住问题的本质，抓住知识间的相互联系。高考题大多数都

很常规，只不过问题的情景、设问的角度改变了一下，因此

，建议考生在首轮复习中，不要盲目地自己找题，而应在老

师的指导下，精做题。 数学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学习数学

就是学习解题。搞题海战术的方式、方法固然是不对的，但

离开解题来学习数学同样也是错误的的，其中的关键在于对

待题目的态度和处理解题的方式上。 要精选做题，做到少而

精。只有解决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题目才能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然而绝大多数的同学还没有辨别、分析题目好坏的

能力，这就需要在老师的指导下来选择复习的练习题，以了

解高考题的形式、难度。 要分析题目。解答任何一个数学题

目之前，都要先进行分析。相对于比较难的题目，分析更显

得尤为重要，我们知道，解决数学问题实际上就是在题目的

已知条件和待求结论中架起联系的桥梁，也就是在分析题目

中已知与待求之间差异的基础上，化归和消除这些差异。当

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反映出对数学基础知识掌握的熟练程度、

理解程度和数学方法的灵活应用能力。例如，许多三角方面

的题目都是把角、函数名、结构形式统一后就可以解决问题

了，而选择怎样的三角公式也是成败的关键。 四、加强做题

后的反思。 学习数学必须要做题，做题一定要独立而精做，

具备良好的反思能力，才谈得上题目的精做。做题前要把老

师上课时复习的知识再回顾一下，对所学的知识结构要有一



个完整的清楚的认识，不留下任何知识的盲点，对所涉及的

解题方法要深刻领会、做题时，一定要全神贯注，保持最佳

状态，注意解题格式规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以良好的

心态进入高考。做题后，一定要认真反思，仔细分析，通过

做几道相关的变式题来掌握一类题的解法，从中总结出一些

解题技巧，更重要的是掌握解题的思维方式，内化为自己的

能力，并总结出对问题的规律性认识和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

，对做题中出现的问题，注意总结，及时解决，重点一定要

放在培养自己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注意分析探

求解题思路时数学思想方法的运用。解题的过程就是在数学

思想的指导下，合理联想提取相关知识，调用一定数学方法

加工、处理题设条件及知识，逐步缩小题设与结论间的差异

的过程，也可以说是运用化归思想的过程，解题思想的寻求

就自然是运用思想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 注意数学思想

方法在解决典型问题中的运用。如解题中求二面角大小最常

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根据已知条件，在二面角内寻找或作出

过一个面内一点到另一个面上的垂线，过这点再作二面角的

棱的垂线，然后连结二垂足，这样平面角即为所得的直角三

角形的一锐角。这个通法就是在化立体问题为平面问题的转

化思想的指导下求得的，其中三垂线定理在构图中的运用，

也是分析、联想等数学思维方法运用之所得。 调整思路，克

服思维障碍时，注意数学方法的运用。通过认真观察，以产

生新的联想；分类讨论，使条件确切、结论易求；化一般为

特殊、化抽象为具体，使问题简化等都值得我们一试，分析

、归纳、类比等数学思维方法；数形结合、分类讨论、转化

等数学思想是走出思维困境的武器和指南。 用数学思想指导



知识、方法的灵活运用，进行一题多解的练习，培养思维的

发散性、灵活性、敏捷性；对习题灵活变通、引申推广，培

养思维的深刻性，抽象性；组织引导对解法的简捷性的反思

评估，不断优化思维品质，培养思维的严谨性、批判性，对

同一数学问题的多角度的审视引发的不同联想，是一题多解

的思维本源，丰富的合理的联想，是对知识的深刻理解，及

类比、转化、数形结合、函数与议程等数学思想运用的必然

。数学数学方法、数学思想的自觉运用往往使我们运算简捷

、推理机敏，是提高数学能力的必由之路。 解题不是目的，

我们是通过解题来检验我们的学习效果，发现学习中的不足

的，以便改进和提高。因此，解题后的总结至关重要，这正

是我们学习的大好机会，对于一道完成的题目，有以下几个

方面需要总结： 1. 在知识方面，题目中涉及哪些概念、定理

、公式等基础知识，在解题过程中是如何应用这些知识的。

2. 在方法方面：如何入手的，用到了哪些解题方法、技巧，

自己是否能够熟练掌握和应用。 3. 能不能把解题过程概括、

归纳成几个步骤（比如用数学归纳法证明题目就有很明显的

三个步骤）。 五、高考主干知识八大块：1、函数；2、数列

；3、平面向量；4、不等式（解与证）；5、解析几何；6、

立体几何；7、概率、统计；8、导数及应用。 要做到块块清

楚，不足之处如何弥补有招法，并能自觉建立起知识之间的

有机联系，函数是其中最核心的主干知识，自然是高考考查

的重点，也是数学首轮复习的重点。函数内容历来是高考命

题的重点，试题中占有比重最大，在数列、不等式、解析几

何等其他试题中，如能自觉应用函数思想方法来解题也往往

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掌握函数的基础概念，函数的图



像与性质的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掌握函数与方程、函数与

不等式、函数与导数、函数与数列等知识的交汇与综合是数

学首轮复习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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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