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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高考考查的七个数学思想，介绍了它们的考查方式、思维程序和操作程序；讲述了高考考
查的七个数学能力，介绍了对它们的考查要求；讲述了高考重点考查的七个主干知识，并分专题对思
维规律、解题规律做了讲解；此外，在高考复习时还有七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易混、易错问题，
选择题的解法问题，新题型问题，应用问题，审题和细节问题等，本书也作为专题进行讲述。

正因为本书的目标在于抓住重点，抓住高层次，所以，特别基础的知识和特别容易的题目就不再出现
在本书之中。
本书也没有追求覆盖面，例如算法、积分、排列组合与二项式定理等就没有设专题讲解。
因而本书不是一个全面的复习资料。
所以，建议本书的读者，读本书时一定要边读，边练，边反思；一定要脑勤手勤，多想多练；一定要
跟着学校的复习节奏全面复习。
一定不要忽视基础，一定不要眼高手低，一定不要只做难题。
此外，本书没有顺序之分，读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其中的内容，也可以把每一讲化整为零，分几次读
练。

当然，作者也希望本书对担任高三数学复习阶段教学任务的青年教师有一些参考价值。
如果本书能够对同学们的高考和青年教师的教学有一点儿帮助，作者也就十二分地满足了。

高考复习冲刺阶段，推荐使用
《高考核心考点透析
数学》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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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七个数学思想
　　第1讲 指导解题的七个数学思想
第二篇 七个数学能力
　　第2讲 新课标高考的七个数学能力
第三篇 七个主干知识
　一、函数与不等式
　　第3讲 关于抽象函数性质的几个问题
　　第4讲 二次函数综合题选讲
　　第5讲 与函数图象有关的高考题
　　第6讲 含参数的不等式
　二、三角与向量
　　第7讲 三角综合题
　　第8讲 平面向量综合题
　三、数列
　　第9讲 数列综合题
　　第10讲 数列不等式
　　第11讲 点列问题
　四、导数
　　第12讲 导数的综合应用（1）——单调性与极值
　　第13讲 导数的综合应用（2）——曲线的切线
　　第14讲 导数的综合应用（3）——曲线的交点和函数的零点
　　第15讲 导数的综合应用（4）——不等式的证明
　五、立体几何
　　第16讲 空间几何体和三视图
　　第17讲 空间图形的位置关系
　　第18讲 空间距离和角的求法
　六、解析几何
　　第19讲 解析几何基础题
　　第20讲 解析几何综合题（1）——圆锥曲线与向量
　　第21讲 解析几何综合题（2）——最大（小）值问题和参数范围问题
　　第22讲 解析几何综合题（3）——定点、定值问题和存在性问题
　　第23讲 解析几何综合题（4）——圆锥曲线的切线
　七、概率与统计
　　第24讲 古典概型、几何概型与条件概率
　　第25讲 统计与概率分布
第四篇 七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26讲 高考数学重点、难点和易错点大提醒
　　第27讲 选择题的间接求解策略
　　第28讲 高考数学新题型
　　第29讲 数学建模与数学应用
　　第30讲 审题决定成败
　　第31讲 细节决定成败
　　第32讲 数学解题的自我提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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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讲 指导解题的七个数学思想　　（一）指导数学解题的七个数学思想　　常常遇到这样的场
面：在解某一道题目时，同学甲是构造一个函数解决的，而同学乙没能解出来，当同学甲向同学乙介
绍自己的解法时，同学乙会感慨地说：“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在解一道选择题时，同学丙是通过计算解出来的，用了三分钟，而同学丁则是通过画图解决的，
用了一分钟，这时，同学丙也会感慨地说：“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这里的想到和没想到，本质上就是具备不具备数学思想，会不会用数学思想指导解题。
同学乙实际上是没有考虑到用函数思想解题，没有用函数和变量去思考，而同学丙则是对数形结合的
数学思想不能运用自如。
这两个同学都是在解题中没有去注意数学的本质，没有用数学的基本思想去分析题目，指导解题。
数学思想是数学的基本观点，是对数学概念、数学方法和数学发现等的本质认识，在解题中主要运用
的数学思想有函数与方程的思想，数形结合的思想，分类与整合的思想，化归与转化的思想，特殊与
一般的思想，有限与无限的思想和或然与必然的思想等。
　　这些数学思想的名称与通常学习的数学概念或数学方法的名称有一些虽然相同，但是，数学概念
和数学方法本身并不等于数学思想，它们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些区别主要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
。
例如，学习了函数的定义和性质，并能基本运用，并不一定具备函数思想，当题目明确了所研究的对
象是函数时，你可能会想到运用这个函数的性质去解决问题，如果没有明确所研究的对象是函数的时
候，你是否想到用函数与变化的观点去思考与解决问题呢？
又如，解方程中的消元法，恒等变形中的配方法，三角函数中的诱导公式，几何中的割补法等都是把
问题向简单方向转化的具体方法，是化归与转化思想的具体体现，但是，化归与转化思想相对于消元
法，配方法，诱导公式和割补法等来说，具有较高的层次。
这就是说，数学中的一些具体方法都是在数学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我们在解题的时候，如果能够站
在数学思想的高度，抓住数学中最本质的东西去思考，就能高屋建瓴，就会使解题更加科学与合理，
就会使解题从被动变为主动，就会形成较为完善的解题系统。
　　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对中学生数学素养的要求体现在高考考试大纲上，无论是原来的考试大纲还
是新课程标准的考试大纲，对中学生掌握数学思想的考查要求都是很高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王连笑高考数学专题复习讲座>>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