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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一、注重专题训练，领会数学思想 高考数学第二阶段的复

习重在知识和方法专题的复习。可根据学生的需要适当安排

做一些专题性练习。我们平常说的专题主要分两类，即知识

性专题和方法性专题。选择题专题、应用题专题、函数专题

、数列专题、不等式专题、三角专题、解析几何专题、立体

几何专题等属知识性专题，函数与方程的思想、数形结合的

思想、分类讨论的思想、化归与转化的思想等属方法性专题

。数学思想方法是数学的精髓，对此进行归纳、领会、应用

，才能把数学知识与技能转化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学生的解题能力和数学素质更上一个层次。 二、关注热

点问题，重视知识之间的交汇 认真分析考试大纲，研究近几

年高考走向和各地市模拟训练题的命题规律，从而确定重点

复习和训练的内容。这几年高考在新增加的内容——简易逻

辑、平面向量、线性规划、空间向量、概率与统计、极限与

导数等方面的试题越来越多，分值逐年增加，因此，要对此

类知识重点复习，尤其是向量和导数，作为研究高中数学有

力的工具，其为传统数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比如利用向量解决平面解析几何和立体几何、利用导数研

究函数的性质和证明不等式、利用导数研究圆锥曲线的切线

等内容正成为高考中新的热点问题。当然，原来的一些重点

内容如函数、数列、不等式、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等仍应引

起高度重视。知识的交叉点和结合点仍是高考的热点问题，



有必要进行必要的针对性的专题复习，如以函数为主干，不

等式、导数、方程、数列与函数的综合，平面向量与三角函

数、解析几何的综合等。 三、回归课本，查缺补漏 对历年高

考试卷分析不难发现，许多题目都能在课本上找到“根源”

，不少高考题就是对课本原题的变型、改造及综合，因此，

必须要回归课本，借助课本落实双基，借助课本构建完整的

知识体系，借助课本实现查漏补缺。对课本的知识体系做一

个系统的回顾与归纳，理解每个知识点的内涵、延伸与联系

，重视教材中重要定理的叙述与证明，如立体几何中的三垂

线定理、线面关系的判断定理等。阅读《考试说明》和《试

题分析》，确保没有知识盲点，回归基础，回归近年高考试

题，把握通性通法，如解析几何中轨迹问题的解题方法、数

列通项公式的求解方法、数列求和的方法等。要重视新教材

中新增内容(如简易逻辑、向量、导数、概率、统计等)的考

查，重视课本中实习作业和研究性课题的研究和考查以及课

本中阅读材料的内容，如集合的元素个数、有关储蓄的计算

等。研究性课题体现了新课程的研究和发展方向，更应引起

重视，如分期付款中的有关计算就体现了数学的应用价值。 

四、重视模拟训练，力求解题规范 每周做两份高考模拟综合

性试题。要把平常的考试看成是积累考试经验的重要途径，

把平时考试当做高考，从心理调节、时间分配、节奏的掌握

以及整个考试的运筹诸方面不断调试，逐步适应。平时考试

的试题要精选，要注意试题的新颖性、典型性，难度、梯度

和计算量适中，事后要对解题方法与错题进行认真的分析总

结，争取做到有针对性地复习。在平时的模拟考试中也要卷

面整洁，规范解题，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 五、重视易错问



题和常用结论 的归纳总结正确理解数学概念、公式和定理是

解决数学问题的根本所在，对定理的证明，例题、习题所涉

及到的数学思想和方法，以及例题、习题的重要结论，一定

要归纳总结，做好读书笔记，因为在平时的学习中积累的一

些数学规律和结论方法，在做选择填空题时可以直接使用，

在做解答题时也可以通过类比、联系找到解题的思路和方法

，使自己的运算技能和思维技能达到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熟

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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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