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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复习如何引导学生归纳与总结
罗槐珍　聂钱树

（杭州市临安区职业教育中心，浙江 杭州 311300）

摘要：数学复习通常都是知识的梳理和各类题型的练习与讲解为主线。以往的教师和学生都信奉：只要多做习题，总能练出个见题

有感觉，总能够见招拆招效果……多做练习总会有收获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不怕题目的多变也不怕各类考试的信心基本都来源于此。

这样的想法是没有错的，毕竟熟能生巧，但是只是一味的题海战术，没有及时的归纳、总结和反思。那么效果一定会大打折扣。现实中

很多学生，学了这章节，忘了那知识的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及时的归纳、总结和反思。所谓学而不思则罔。学习过的知识是需要反思和总

结的。反思自己哪块知识点没有学好，反省自己的学习方法是否需要调整和改善。这就需要教师和学生一起重视归纳、总结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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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知识点，说浩若烟海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知识的多

与杂且纵横交错，不断形成新结构和层次更加难的知识体系这是

事实。学生有时看了题都有望而生畏的感觉，这是普遍存在的，

因为题目中每个已知条件和相关的知识点都很熟悉，但放到具体

题目中却有无从下手的感觉。所以及时的对知识点的整理，题型

的归纳、总结与反思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整个知识体系的重新

认识、全面系统理解和各种题型结构的把握度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可以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归纳、总结和反思的具体内容：

1、自己解题是否存在在错误：包括知识点应用的错误、基础

知识点掌握是否扎实是否有混淆知识点的错误、解题过程步骤是

否有错和逻辑是否有混乱不清楚的地方等等。比如两个函数的公

切线很多情况下是有两条的，而解题时只求了一条。

2、对于同一题型，是否有做过会遗忘的情形、是否有考虑从

不同的角度的切入、进而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同一

问题、本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是否有舍易求繁的情况发生。比如，

双根式求最值，一般可以用向量法、换元、三角换元或者柯西不

等式等方法来解决都是比较直观易求的。而如果采用两边平方那

基本上是不得要领的体现，很可能会增加计算量而且还容易做错。

3、及时归纳和总结题目中的二级结论，对今后的学习有很大

的助力和引导作用。有的题目本身不难，但是题目中涉及的二级

结论却对今后的学习和提升非常重要，可以帮助分析题型结构，

也可减少计算和自我检查。比如，圆锥曲线中有非常多的常用二

级结构。例如椭圆中，椭圆上的 P 点和椭圆上关于原点对称的两

点的 A、B 连线，可以得到 ==e2-1，有了这样的结论在心中，碰

到类似题目，就可以自我检查是否有错误或者可以减少计算量，

从而能更好的、全面的和系统的理解该题型的考点和实质。

4、总结题目能否有平时题型的拓展和引申，改变题目的哪些

条件，会导出哪些新的结论；保留题中的条件，结论是否能进一

步延伸拓展，是否还有其他结论可以得出，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

普遍性等等。如：在上述 3 中讲到的 ==e2-1，其实椭圆中还有很

多种情形也是同样的这个结论，但是同样的前提条件到了双曲线

中结论则变为 =，这些都是需要花时间来归纳和总结的。

5、总结同类型题目及变式题目的解题方法和应注意的地方。

不可以看到同类型的题目就机械地认为一定是某种确定的方法来

解决，这样就很容易掉到出题者的陷井里去。比如很多导数求参

问题，我们常用的是分离参数的方法，也是很多学生能够最先想

到的方法，但是有时候分离参数是做不了的，而且分离参数也是

不容易实现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此时我们就要总结，该类题型

求参数有哪些方法，而且对于这些方法都要有相应的题目的训练

和训练后的总结。

教师如何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点及题型的归纳与总结，笔者从

三方面进行剖析，考虑不周，若能引发数学教学工作者的思考，

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笔者甚是欣慰。

一、横纵向知识点的互为转化的整理归纳与总结。

公式多且繁杂是三角函数这一块知识点的主要特点。部分学

生对于三角函数知识点的理解与相关公式的记忆非常凌乱，应用

起来经常张冠李戴，不知所措。那么如何归纳与总结才能避免学

生混淆公式，用错公式的方法措施。笔者想从横纵向知识点的整

理互为转化为切入点进行整理。

比如：通常对于某个系列的诱导公式是三个函数名一起出现，

如：

（1）Sin（α+π）=-cosα   cos（α+π） =-cos     tan （α+π）

= tanα

（2） Sin（π-α）=sinα    cos（α+π） =-cosα     tan （π-α）

= -tanα

（3） Sin（-α）=-sinα     cos（-α） =cosα       tan （-α）

= -tanα

（4） Sin（-α）= cosα   cos（-α） = sinα       tan （-α）

= cotα

（5） Sin（+α）= cosα   cos（+α） = -sinα     tan （+α）

= -cotα  

这五组是常用的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一般的记忆方法，是

参照各三角函数在各象限的正负，然后用口诀“奇变偶不变符号

看象限”来记忆和理解。当然第三组也可用函数的奇偶性来记忆，

第四组也可用直角三角形中两个互余角的正余弦与正余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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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记忆等等，很多学生都能理解的记忆而且灵活的应用，但是现

实中还有部分学生会记忆混乱不清，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完成这

一章节的知识后引导学生进行归纳和总结。

Sin 相关的公式安排在一起，便于整理、归纳和总结。具体如

下图：

图一 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此时把所有 sin 常用的诱导公式写出来：

Sin（α+π）=-cosα   Sin（π-α）=sinα    Sin（-α）=-sinα    

Sin（-α）= cosα   Sin（+α）= cosα

显然都是一些基本的公式，但却是一种全新的展现。即把所

有正弦相关的诱导公式都写下来，然后对照这个图，或者再用口诀。

纵向的把正弦相关的诱导公式加以理解和记忆。不受其他三角函

数公式的影响。如果这样的效果好，那么其他两个三角函数也可

以用同样的方法加以整理和归纳。当然之前如果已经用一般方法，

已经能够熟练掌握和记忆的可以舍去这种方法。

又比如：在立体几何中，旋转体和多面体中有很多的公式需

要记忆，按照教材的顺序下来，大部分学生可能都已经烂熟于心，

但在复习课上也可以把横纵向对着来归纳和总结，这样既可以帮

助已经掌握学生有一种新鲜感，以便于更好地掌握达到温故知新

的效果，还可以引导公式记忆不太扎实的学生重新记忆、理解和

再强化。

二、课堂上同类型题的总结与反思 

课堂上教师讲解某个题型的母题目，然后把课前预先准备好

的相对应的衍生题目进行练习（2 至 3 题即可），做完好，让学

生在练习卷的空白处，自行归纳与总结。总结的内容包括：涉及

到哪些知识点，用到了什么公式和定理，属于什么类型，需要注

意什么，有哪些易错点，大题的每个步骤和结论的得出，都要有

相应的说明（相当于学生自己给自己点评）等等。对于掌握不熟

练的需要重复做题，并进行相应的归纳和总结。比如：

母题：函数 f（x-3）=3x+1 的定义域为（1，8）求 f（x）的

定义域

解法一：由题意得  1 ＜ x ＜ 8，则  -2 ＜ x-3 ＜ 5   所以 f（x）

的定义域为（-2，5）。

学生练习衍生题：

1、已知 f（x）=2x-1 的定义域为  （-1，5）求 f（x-1）的定

义域

2、已知 f（x+1）=x2+4x+3 的定义域为（-5，7），求 f（x）

的定义域和 f（x）的表达式。

本题虽然母题和衍生题稍有差异，但用到的知识点却是同一

体系的。既求函数的定义域应注意的：无论这个表达式多么复杂，

求定义域就是求 x 的范围，同一个对应法下 f 对应括号里的取值范

围是一致的。再复杂函数求解析式都是同一个 f 的作用，同样的 f

就是对应法则是一样的。解该题的思路，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换

元，把复杂的自变量换成简单的，然后通过计算转化求出 f（x）；

第二种就是把 f 后面的一大堆看成整体，用配凑的方法，在式子

中也体现这个整体代数结构来表示，最后用 x 去代替那个一大堆

整体的东西，最后求解出 f（x）。

三、重要结论的归纳和总结

高中数学学习中，很多非常重要的结论是需要归纳和总结的，

可以说这一步是学好高中数学的重要一环，也是争取高分必须要

做的一个功课之一。很多结论我们做题时经常会隐隐约约会出现，

需要我们用这些结论去套用，然后我们知道这些结论是对的，但

又不能直接使用，所以对这一部分的归纳和总结就显得相当重要。

比如，求证 xe  这个题目左边是超越的函数，不太好处理，如

果用求导分析当然是能够做的，但并不是很好分析和判断的，特

别是基础不太好的学生，有时有些类似题目可能还要二次求导，

无形中也可能给自己带来了计算量和分析难度。但如果掌握一点

重要结论，那么此题一看就是指对同时出现的情形，通常是考虑

同构或用切线放缩不等式，解题分析如下：

分析：xe ≥ 2+inx ←→ einxe ≥ 1+inxe ←→ ex ≥ x+1

而这个结论是我们经常用到的，如果前期有很好的归纳和总

结的习惯，那么解决此题应该是游刃有余的。虽然这个结论是不

能直接用的，但我们可以用函数图像和求导等多种途径来验证它，

验证不仅仅是为了验证，而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式的实际意

义、使用时应该注意的地方和发现数学公式本身的美等等，比如，

很明显 x=0 时取等，而这一点就是两个函数的切点。经常总结会

发现还有一个不等式链在题目中经常涉及到：（x），特别是 和，

经常在导数不等式中出现，且经常用同构的方法来解决。

诚然，需要归纳和总结的地方远远不止这些，比如考试后的

总结和反思等。总之，如果只做题目不总结反思，是很难提高数

学成绩的，换句话说：同样的刷题量，如果有一个好归纳总结的

习惯，那么对高中数学就有更加轻松驾驭的能力，考取高分成为

更大的可能。此外归纳总结不仅可以提高数学这门课的成绩，同

时这种能力的锻炼和突显本身也是蕴含一种良好的习惯进而形成

优秀的品质。

参考文献：

[1] 王宪昌，刘银萍，也谈数学文化与数学教育的关系 [J]. 数

学教育学报，2002.11（3）.

[2] 徐利治 .徐利治论数学方法学 [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3] 黄毅英 . 数学教育争鸣十题回音 [J]. 数学教育学报，1997，

6（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