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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会在各种渠道上接触到一些关于“回归课本”的话

题，似乎是老生常谈，然而并不是所有教师对“回归课本”的说法

或做法真正地理解。为此，笔者将在本文对如何真正地“回归课

本”做一个抛砖引玉的阐述。
一、课本是高三总复习的源动力

课本是高一、高二的学生汲取高中数学知识营养的源泉。在

这两年期间，学生是在各个知识结构相对孤立的状况下学习高

中数学知识的，课本上的知识对他们来说是亲切的，会在他们记

忆深处留下深刻印记。当高三第一轮复习“回归课本”时，就非常

容易让学生产生一种要将原来不太明白的知识重新弄个水落石

出的冲动与强烈欲望。很多过去已经淡忘的概念、性质、定理、公
式等，在打开课本后会历历在目，学生会对课本产生依赖感和安

全感。因此，教师应该在整个高三总复习的开始，就引导学生充

分利用好手中的课本，让课本成为高三数学教学的源动力。
二、在梳理知识结构时回归课本

高三第一轮复习阶段，是学生将零散的知识碎片进行分类

整合、重新理解和记忆的阶段，是学生重新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

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一，第一轮复习是高三学生打好坚实基础的

最主要阶段，教师要引导学生回归课本，通过课本逐字逐句地对

概念、定义、定理，以及公式等进行认真的研读，让学生准确地理

解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增强对定义、定理严谨性和逻辑性的

理解。其二，第一轮复习是高三学生提升数学综合能力的储备阶

段，学生通过对已学知识的再学习再认识再运用，理解能力和综

合能力将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这一阶段教师往往会站在全局的

角度对某一个知识块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为了让学生对教师

的复习安排能充分地认识与理解，此时应该让学生自己事先将

课本中相应部分的知识进行整理归纳，去感悟知识的内在关系，

有利于提高复习效率和质量。例如，在复习三角函数这部分知识

的时候，常常将其与平面向量作为一个知识块进行复习，学生往

往会觉得两个内容为什么会作为一个知识块进行复习？为什么

在三角函数问题中总会出现平面向量的影子呢？这是因为一是

在学习平面向量有关知识后，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工具推导出两

角和与差公式，进而推出二倍角公式、半角公式等，利用平面向

量推导出任意三角形面积公式、正弦定理、余弦定理等。二是平

面向量的夹角是引起向量与三角交汇的主要因素，它把向量与

三角函数有机地综合在一起，使三角问题得以充实、强化。因此，

学生也就能自然地理解和利用它们之间的关系去探索挖掘这类

问题的解题思路和方法。
三、在诠释解题方法时回归课本

高三数学第一轮复习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对知识点的

复习，例题的分析与讲解，适当的巩固训练，来提高学生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表现在对常见题型的分类整理，对通

性通法的掌握和运用，而这些直接反映在学生身上的就是解题

能力。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一定要非常重视对解题方法的提炼，

让学生对教师的讲解在课后的训练中不断地内化，并在后续的

学习中灵活运用。然而这些解题方法往往都能在课本中直接找

到，或蕴含在例题、习题中，有待于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自己进

一步挖掘。例如：已知函数 f(x)= ex

ex+e
1
2

，①求证：f(x)-f(1-x)=1；②

求 f( 1
2014 )+f( 2

2014 )+...+f( 20132014 )的值.第①小题只需通过将 f(x)

与 f(1-x)相加即可得到和为 1；而要解答第②小题，可以引导学

生回顾必修 V 第二章的等差数列的前 n 项和的求和公式的推导

过程，这个推导过程蕴含着数列求和的一个重要方法即倒序相

加。因此，本题只要能利用①中的结论即两自变量 x 与 1-x 的和

为 1，就能得到相应的两个函数值 f(x)与 f(1-x)的和为 1，所以，可

以利用倒序相加求得。只要教师用心去研究课本中概念的形成、
公式或定理的推导、例题习题的解答过程等，一定能从中发现大

量的解题方法。
四、在感悟数学思想时回归课本

数学课标指出“数学思想是数学的灵魂，是数学的本质，是

数学中的理性认识，是数学中高度抽象、概括的内容，是从具体

的数学内容和对数学的认识过程中提炼上升的数学观点，它既

蕴藏于数学知识内容之中，又隐含于运用数学理论分析、处理和

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是学生形成良好数

学认知结构的前提，是培养学生数学能力的根本途径，有利于学

生形成对数学科学的深刻理解和整体认识。”因此，在高三数学

总复习的教学中，教师要提高对数学思想方法教学价值的认识，

加强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从而提高高三数学总复习的品质。教

师在讲解例题或习题过程中应该及时地让学生发现和感悟其中

的数学思想，适时地引导学生回归课本。
五、在查缺补漏时回归课本

经过高三近一年时间复习的学生，在各方面的能力都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但在临近高考的最后冲刺阶段，最关键的

是要巩固胜利果实，就是通常所说的“保温”，而查缺补漏就是这

一阶段必须做好的头等大事。那么，如何进行查缺补漏呢？其一，

对平常做过的错题进行再训练是必不可少的，这样能避免犯同

样的错误，提高成功率；其二，就是要重新回到课本，将一些平时

掌握得不太好或理解不太清晰的概念、定理、公式等的相关内容

的阐述、使用条件和范围等再进行严格的界定，对容易混淆的概

念、公式等进行认真的甄别，做到准确无误，不留疑问。
需要指出的是，回归课本不是简单地把课本的知识点和例

题重新看一遍，记一记课本中的公式、定理等，而应该去感悟课

本中概念、性质的形成过程，去感悟定理、公式等的推证过程本

身蕴含的数学思想与方法，主动去发觉内在的思维规律和方法，

从朴素的感知到深刻的认识，从单纯的知识与方法的学习到成

熟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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