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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三数学微专题复习的实践与思考
桂黄林

（湖北省黄梅县第五中学，湖北 黄梅 435500）

摘要：复习是高三学习的主要任务，立足于能力提升的需要而设计微专题，是复习教学中的常用策略。高三数学微专题复习

聚焦知识点和解题能力训练，能够通过专题研究帮助学生回顾知识点，加强知识体系的构建，并升华知识点的应用能力。基于此，

本文结合笔者实践经验，就高三数学微专题复习策略进行探讨，以期为各位同行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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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专题在学生能力提升和知识回顾方面具有很好的聚焦作

用，能够帮助学生快速回忆知识并完善知识结构，同时还能对

学生解题能力起到集训作用。在微专题设计中，教师可以根据

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设计，引导学生围绕知识点或者解题思路

进行专题研究，从而在解决基础知识复习的基础上，实现应用

能力的升华。

一、高三数学微专题教学应以生为本，注意突出学生的主

体地位

高三数学微专题复习，是高三数学复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方式，教师可以通过微专题教学帮助学生将知识整合变成树状

图储存到脑海，方便学生在解题时调用，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

微专题教学总结归纳解题方法，以此达到提升学生思维能力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整个微专题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应让学

生充分参与到例题的解答、知识点以及解题思路的总结过程中，

以体现微专题设计的生本特征，从而实现学生在微专题教学中

的主体地位。

案例：在“数列求和问题”微专题教学中，笔者充分考虑

学生实际情况，从学生实际出发，采用了学生自主探究、小组

交流、教师提示与引导、学生反思与归纳总结的方式进行此微

专题教学。具体做法：对于例题与变式，先让学生独立完成，

然后小组内部交流（学生自发与周围的学生相互交流各自的解

题思路，学生的分享兴趣也很高），然后派三名代表展示其解

题过程，其他小组成员就有疑问的地方提出质疑，让学生代表

解答疑难，必要之处教师作适当补充。例题处理完以后，教师

引导学生反思总结。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主动获取了最优

解题思路和细节处理能力，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充分体

现。

二、高三数学微专题教学以问题为导向，注意合理化设计

高三数学微专题教学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微专题的合

理化设计尤为重要。以问题解决方法或以数学知识为主线

的微专题设计思路，更为符合当前的考试评价需要，有助

于学生掌握某一类问题的解题思路，并对不同题型加以区

分，促使学生再次见到该类题型时能够快速调取知识，理

清答题思路。所以，微专题设计中既要明确教学所要解决

的核心问题，又要清晰所要研究的问题链。核心问题设计

要聚焦知识重难点，问题链设计应具有内容方面的广泛性，

从而帮助学生站在更高的层次去复习，提升解题思路的开

阔性。

案例：关于“解三角形中的范围问题”微专题。笔者设计

例 题： 在 ABC∆ 中， 内 角 , ,A B C 的 对 边 分 别 为 , ,a b c，

2,
3

c C
π

= = ，求 a b+ 的最大值。教师引导学生对此问题进行

分析，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求解。角度一：运用余

弦定理构建 a与 b的关系式，再用基本不等式进行最值求解；

角度二：运用正弦定理构建边 ,a b与对应角 ,A B的关系式，再

将 a b+ 表达为关于角 或 B三角函数进行最值求解。在有效

解决此问题后，笔者给出以下变式：

变式 1：在 ABC∆ 中，内角 , ,A B C的对边分别为 , ,a b c，

2,
3

c C
π

= = ，求 a b+ 的取值范围。

变式 2：在锐角 ABC∆ 中，内角 , ,A B C 的对边分别为

, ,a b c， 2,c C= = ，求 a b+ 的取值范围。

通过此问题链的设计，层层推进，有助于学生对此类问

题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让学生

能更好地解决此类题型，明白如何适当的选择正弦定理、余

弦定理解决解三角形中的最值及范围问题。从而突出重点，

化解难点。因此合理化的微专题设计，不仅能有效推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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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利于学生思维能力和解题能力的形成与提升，从而实现

教学目标的达成。

三、高三数学微专题教学不能不考虑效率，注意有效运用

信息技术

高三数学复习备考：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不仅要关

注过程，同时还应提高效率。低效率的复习，不仅浪费时间，

还达不到预期效果。复习备考中，我们要敢于运用新的教学模

式和工具，在高中有些知识的理解比较抽象，比如平面解析就

是一种较为抽象的思维方式，仅依靠教师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进

行讲解，会使学生的想象力发生波动与偏差，难以达到预期的

教学效果，而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可以将抽象的知识显得更加

直观、形象与生动，不仅如此，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在许多方

面有其独到的优势，比如：知识点、例题及变式、解题过程的

展现，短视频的导入，资料的共享等等，这样的教学活动不仅

可以启发学生的想象力，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从而大大提升教学效率。

案例：针对“抛物线的知识点”微专题教学，笔者首先借

助多媒体技术展现篮球被投掷出去之后的运动过程，并将其进

行抽象处理，形成篮球运动轨迹，帮助学生快速回顾知识点，

联想之前的学习过程或者片段。在此基础上，笔者在电子白板

中给出四种不同开口方向的抛物线，让学生写出各抛物线对应

的标准方程： 2
2x py= − ， 2

2x py= ， 2
2y px= ， 2

2y px= −

， ( )。接下来笔者让学生通过对比方程式的不同，结合

电子白板中的抛物线，分析四种抛物线的异同点，并让学生自

主总结 ,x y 的取值范围、顶点、对称轴、焦点、准线、焦点到

准线的距离、离心率、 p的几何意义等知识内容。待学生总结

完成后，笔者以 PPT 展现相关内容，同时给出具体的方程式，

让学生根据方程式画出对应曲线，写出其相关性质。然后，笔

者通过变式训练学生的逆向思维，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抛物线

方程与焦点、准线之间的关系，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灵活运

用。经过一系列的训练，学生达到对抛物线知识从零散、模糊

的记忆片段变成系统化的、与实际生活问题联系紧密的知识体

系，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笔者通过合理运用多媒体技术，有效

提升了复习效率。

四、高三数学微专题教学不能微而不实，注意突破“堵点”，

提升能力

高三数学微专题教学应以班情学情为基础，以高考考点考

纲为依据，以提升学生能力为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体现

其针对性、有效性和目标性，进而帮助学生突破“堵点”，提

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有关多面体外接球的问题，是立体几何的一个重点，

也是高考考查的一个热点 . 研究多面体的外接球问题，核心是

研究外接球的球心位置与半径。笔者在关于“多面体外接球问

题”微专题教学中，首先引导学生回顾如下知识：（1）球心

到截面的距离 d 与球半径 R 及截面的半径 r 的关系为

2 2 2R r d= + ；（2）球心一定在过多边形（顶点均在球面上）

外接圆圆心且垂直于此多边形所在平面的直线上；（3）正方

体外接球直径为正方体体对角线，若正方体棱长为 a，则其外

接球半径为
3

2
a；（4）长方体外接球直径为长方体体对角线，

若长方体棱长为 , ,a b c，则其外接球半径为 2 2 21

2
a b c+ + 。然

后通过四个例题与学生讲解四种常用的解决多面体外接球球心

位置与半径的方法：观察法；补形法；截面法；坐标法。接下

来通过对应的变式让学生当堂练习，教师在难点处及时提示与

引导，最后教师进行归纳总结。通过各个环节的落实，有效帮

助了学生突破“堵点”，提升了能力。

五、结语

总而言之，根据微专题的具体教学内容与目标不同，教师

可以采用不同的引导思路和习题设计方式，从而从知识回顾和

解题能力提升两个层面提升课堂效果。遗忘是随着时间而发生

的必然，教师在微专题复习设计中强化训练学生解题能力的同

时，也要兼顾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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