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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中阶段的数学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一定学习方法和解题技巧，本

文对高中数学学习中的常见问题进行分析，总结相关的解题规律和方法，

为高中数学学习提供帮助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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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高中数学学习直接与高考相关，学生面临的升学压力
较大，在日常学习中容易因题目解不出而影响学习信心，且在相
关学习方法的总结上能力有限。本文对高中数学解题规律进行深
入探讨，帮助学生掌握高效的学习方法，提高数学成绩。 

一、高中数学学习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高中数学涉及到的知识点复杂、难度较高，在进行相关习题

的解答时计算量较大，且需要学生具备一定逻辑思维、掌握一定
的解题技巧，主要考察对知识的综合掌握。高中生在进行数学学
习时，在学习方法的选择和解题技巧的总结上还存在较大问题，
具体包括：（1）在解题过程中，对基础概念、公式的掌握程度不
牢，经常出现概念混淆、公式列举错误的现象；（2）由于主要信
息汲取不全、对题目问法理解错误等导致在解题过程中选择了错
误的公式、定理；（3）没有养成总结分析的习惯，缺乏举一反三
的能力，且对每个知识点可能出现的问法及题型了解不足。针对
如上问题，在进行数学学习时，应注意发散思维、联想思维的锻
炼，掌握公式、定理的推导过程及应用场景，并注意类似题型解
答方法的总结、掌握高中知识的出题点[1]。 

二、高中数学解题规律探析 
高中阶段的学生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因此在进行数学

解题规律及技巧的总结时，老师要发挥好引导作用，鼓励学生独
立掌握其中规律并进行总结。 

（一）掌握公式定理的应用条件和推导过程 
高中阶段涉及的公式、概念、定理等数量较多，用法复杂。

若只是单纯地对其进行背诵记忆，在解题过程中很难联想到应用

什么样的公式，且相关的概念容易被混淆。因此在进行公式、概

念学习时，我们要牢牢掌握其推导过程和使用条件，并将公式的

推导作为经典例题来掌握。高中数学中很多习题的设置均与某些

公式的推导过程相关，甚至有些题目直接将公式、定理作为答案，

考查学生对其推导过程的掌握程度。此外，在充分掌握公式、定

理的由来后，当遇到相关习题时，能首先想到题目考查的公式、

实现灵活运用。例如在推导等比数列求和公式时，首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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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相减法是数列求和中

的一种重要方法，用于等差数列与等比数列对应项之积的一类数

列求和。 

高中数学公式的推导往往暗含一些解题技巧，如上述例子中
等比数列求和公式的推导就利用了错位相减的办法。因此掌握公
式推导过程是高中数学学习中的一项重要技巧。 

（二）仔细阅读题目，从中获取解题关键点 
审题是解答数学题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很多高中生因

审题不仔细，找不到正确的解题思路，进而影响答题效率。题干
中包含的一些关键信息往往是解题的关键，如以下例题：河上有
一拱形桥，当水面距拱顶 6 米时，水面宽为 9 米，一宽 3 米、高
2 米的小船，载货后船露出水面的部分高 0.8 米，问水面上涨到
距拱顶多少时，小船不能通过。该题在解答过程中，要求学生首

先建立坐标系，求出抛物线的标准方程，再根据小船的宽度，求
出抛物线上对应点的坐标，结合小船载货后露出水面的高度，即
可得出答案。在进行日常练习时，可养成在题干中标注重要信息
的习惯，且在审题过程中，随着关键信息的提取在头脑中建立相
关的数学模型、联想题目考查的知识点和涉及的公式、定理。这
样不但能节省做题时间，还有利于数学思维的形成。此外，通过
作图的方法来进行一些典型题目的解答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各数
量间的关系，并在作图过程中找到解题办法。 

（三）注意知识点和经典题型的总结，锻炼逻辑思维 
高中数学教材虽涉及到的知识点复杂、内容难度较深，但其

考察的重点内容以及知识框架清晰。学生在面对难度较大的数学
题时，往往无从下手，看不出其中关联的知识内容。在每章、每
册教材学习结束后，将其中的关键概念、公式进行总结，并依照
教材目录画出知识框图，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一个阶段学习
的重点。在进行相关习题解答时，更容易理解题目考查的范围，
并联想到相关的概念、公式[2]。 

针对不同知识点，学生可根据平时考试、练习中遇到的具体
题目，总结出题点及出题方法，做到对每个学习模块的深度掌握。
例如椭圆部分的知识在实际考查时，常考椭圆的定义，焦半径，
离心率，直线与椭圆相交所得弦长等知识点。制作经典习题总结
本，将平时遇到的解法新奇、出题方式新颖的题目进行整理，学
习其中好的解题技巧，并主动寻找相关题型进行反复练习。注意
各个相关题型间的联系，学会举一反三。例如高中证明类题型中
常用到“反证法”，通过总结能够发现，证明结论中含有至多，
至少，有且只有一个等词语时，都是用反证法加以证明。因此在
遇到类似情境时，头脑中要回忆各种解题方法，加快解题速度。 

结论：高中数学的学习虽难度较大，但在掌握一定的学习方
法和解题技巧后，进行题目解答时便能得心应手，对数学成绩的
提高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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