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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考评价体系的 ２０２０年
高考数学全国卷试题分析与教学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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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高考评价体系是高考命题、评价与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依据高考评价体系构建分析框架，
对 ２０２０年高考数学全国卷 ８套试题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试题在考查功能上坚持立德树人导向，彰显学科育人价

值；考查内容上注重多元考查，夯实全面发展基础；考查载体上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聚焦学科核心素养．基于此，教
学中教师要树立正确的教学观，挖掘数学学科价值；回归数学知识教学，提升学生学科素养．

【关键词】 　 高考评价体系；２０２０年高考数学；试题评析；核心素养

　 　 ２０１８年 １月，《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
版）》正式颁布，标志着课程改革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中国高考评价体系》 和《中国高考评

价体系说明》 出版发行．高考评价体系是高考命题、
评价与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１］，该体系从高

考的核心功能、考查内容和考查要求三个方面回答

“为什么考、考什么、怎么考” 的考试本源性问题，从
而给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

一教育根本问题在高考领域的答案．２０２０ 年高考数

学全国卷依托高考评价体系，秉承“价值引领、素养

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 的命题理念，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精选真实的问题情境，创新试题设

计，突出学科思维与方法的考查，体现数学的科学价

值和理性价值，平中有新，稳中有进，对中学教学具

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１　 分析框架

高考不仅承载选拔和评价的功能，而且是实现

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和素质教育的关键环节［１］ ．高
考评价体系主要由“一核”“四层”“四翼” 三部分内

容组成，其中，“一核” 为核心功能，“四层” 为考查

内容，“四翼” 为考查要求［１］ ．高考评价体系还规定

了高考的考查载体 ——— 情境，以此承载考查内容，
实现考查要求［１］ ．在实现机制上，高考评价体系探索

出测量学生核心价值水平的有效方式，即以充分体

现核心价值的问题情境承载考查内容［２］ ．
基于此，笔者从数学学科试题考查功能（学科育

人）、考查内容（多元考查）、考查载体（试题情境）三
个方面，构建高考试题分析框架（如图 １所示），分析

２０２０年高考数学全国卷 ８ 套试题的突出特点，在此

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教学启示．

图 １　 基于高考评价体系的高考试题分析框架

２　 试题分析

２．１　 考查功能上坚持立德树人导向，彰显学科育人

价值

高考最首要、最核心的目标是立德树人，其试题

命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为

指导，把立德树人贯穿到考试之中［３］ ．数学学科同其

他学科一样承担着“立德树人” 的神圣使命，既需要

在课程理念、目标、内容、结构方面下功夫植入立德

树人的基因，更需要从教学和评价等各个层面渗透

“立德树人” 的观念，让高中数学教育真正成为学生

的一生幸福奠定坚实的基础［４］ ．与之相呼应，２０２０ 年

高考数学全国卷根据学科特点，坚持立德树人导向，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科学防

疫成果、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育人价值有

机地融入试题设计，真正在高考考场上为正处于成

长关键期的青年学生上好“一堂课”，全面彰显高考

的育人功能．
２．１．１　 渗透核心价值，根植家国情怀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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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是培养理性思维的重要学科，有助于学生

树立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促进智力发展，促进思维

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提升，有助于学生形成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对提高公民素质具

有重要意义［５］ ．高中阶段正是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

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两耳不闻窗外事” 的时

代早已过去，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是一个优秀青

年应具备的品质［６］ ．２０２０ 年高考数学全国卷不仅关

注学生课本知识的掌握，也试图考查学生对他人、对
社会的了解程度，坚持学以致用，根植家国情怀，渗
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致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例 １　 （Ⅲ卷·理 ４）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是常用数学模

型之一，可应用于流行病学领域．有学者根据公布数

据建立了某地区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 Ｉ（ ｔ）（ ｔ的

单位：天）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Ｉ（ ｔ） ＝ Ｋ
１ ＋ ｅ -０．２３（ ｔ -５３）

，其中

Ｋ为最大确诊病例数．当 Ｉ（ ｔ∗） ＝ ０．９５Ｋ时，标志已初

步遏制疫情，则 ｔ∗ 约为（lｎ１９ ≈ ３）（　 　 ） ．
Ａ．６０　 　 Ｂ．６３　 　 Ｃ．６６　 　 Ｄ．６９
新冠疫情使中小学开学的时间推迟，也使高考

考试时间推迟了一个月，考生对新冠疫情是最深有

体会的．例 １与新高考Ⅰ卷第 ６题、新高考Ⅱ卷第 ９
题等考题，关注当前社会热点中的新冠疫情问题，聚
焦于能够表现出考生核心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

的问题情境，体现高考的育人功能［５］，展现了中国的

抗疫成果．例 １贴近学生生活实际，面向全体学生，以
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动态研究创设真实的问题情

境，选择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作为命题的基础，考查了数学

应用、数学探索、理性思维等学科素养，数学建模、运
算求解等关键能力，以及指数函数等必备知识．
２．１．２　 倡导“五育并举”，引领全面发展

２０２０年高考数学全国卷贯彻“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要求，遵
循德智体美劳五育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倡
导“五育并举”，进一步加强对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的引导，激励学生身体力行，引领学生全面发展．
例 ２　 （新高考Ⅰ、Ⅱ卷·５）某中学的学生积极

参加体育锻炼，其中有９６％的学生喜欢足球或游泳，
６０％的学生喜欢足球，８２％的学生喜欢游泳，则该中

学既喜欢足球又喜欢游泳的学生人数占该校学生总

数的比例是（　 　 ） ．
Ａ．６２％　 　 Ｂ．５６％　 　 Ｃ．４６％　 　 Ｄ．４２％
体育在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

的地位和价值．例 ２源于课本，以某中学学生参加体

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素材，所隐含的数学知识（集合

的基本运算）和方法（图解法）均直接源于学生已有

的学习储备，在基础性和应用性的层次上考查了数

学应用、数学探索等学科素养，运算求解等关键能

力，以及集合的交集、并集运算等必备知识．试题有

助于激发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增强体育锻炼

意识，体现了对考生的体育教育．
例 ３　 （Ⅰ 卷·

理 ３）埃及胡夫金字

塔是古代世界建筑

奇迹之一， 它的形

状可视为一个正四

棱锥．以该正四棱锥

的高为边长的正方形面积等于该四棱锥一个侧面三

角形的面积，则其侧面三角形底边上的高与底面正

方形的边长的比值为（　 　 ） ．

Ａ． ５
- １
４
　 　 　 　 Ｂ． ５

- １
２

Ｃ． ５
＋ １
４
　 　 　 　 Ｄ． ５

＋ １
２

哪里有数学，哪里就有“美” ．学会审美不仅可以

陶冶情操，而且能够改善思维品质［７］ ．例 ３ 充分发挥

美育促进素质教育的功能，将世界建筑奇迹胡夫金

字塔与相关数学知识有机联系起来，考查考生直观

想象和数学抽象素养，有助于考生认识数学的审美

价值，更加理性地鉴赏“劳动作品”，升华人生境界，
实现美育“润物细无声” 的功效．

例 ４　 （Ⅱ卷·理 ３）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某超市开通网上销售业务，每天能完成 １２００ 份订单

的配货，由于订单量大幅增加，导致订单积压，为解

决困难，许多志愿者踊跃报名参加配货工作．已知该

超市某日积压 ５００ 份订单未配货，预计第二天新订

单超过 １６００ 份的概率为 ０．０５．志愿者每人每天能完

成 ５０份订单的配货，为使第二天积压订单及当日订

单配 货 的 概 率 不 小 于 ０．９５， 则 至 少 需 要 志 愿

者（　 　 ） ．
Ａ．１０名 　 　 Ｂ．１８名 　 　 Ｃ．２４名 　 　 Ｄ．３２名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例 ４立足中华

民族热爱劳动的优秀文化基因弘扬劳动精神，以志

愿者参加某超市配货工作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引
导学生热爱劳动、尊重劳动，有助于引导考生在数学

学习活动中自觉地进行劳动精神和奋斗精神的

培养．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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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２．１．３　 注重探究能力，培养创新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

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在国家倡导“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 的背景下，“创新” 无疑将成为教育领域关注

的热点．创新能力集中反映高考数学的学科特点，反
映高校人才选拔的要求，反映国家选才的意志［５］ ．

例 ５　 （Ⅱ卷·理 １６） 设有下列四个命题：
ｐ１：两两相交且不过同一点的三条直线必在同

一平面内．
ｐ２：过空间中任意三点有且仅有一个平面．
ｐ３：若空间两条直线不相交，则这两条直线平行．
ｐ４：若直线 ｌ⊂平面α，直线ｍ⊥平面α，则ｍ⊥ ｌ．
则下列命题中所有真命题的序号是 ．
①ｐ１ ∧ ｐ４ 　 　 　 ②ｐ１ ∧ ｐ２
③¬ ｐ２ ∨ ｐ３ 　 　 ④¬ ｐ３ ∨ ¬ ｐ４
例 ５以立体几何基础知识为背景，将立体几何

问题与逻辑命题有机结合，旨在考查考生的探究能

力和创新意识，这是立体几何教学要求的核心素养，
很好地体现了新课程背景下要求学生自主探究的基

本理念，体现了学习的本质是能力的提高，对中学数

学教学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目标具有很好的引导

作用．
又如，Ⅱ卷理科 １２题以“０ - １周期序列在通信

技术中的应用” 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关注对“新定

义” 的学习理解，具有情境创新、思维灵活的特点，
既考查考生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又考查考生的基

本思想和基本体验活动，突出考查考生的探究能力

和创新意识．
２．２　 考查内容上注重“多元” 考查，夯实全面发展

基础

高考评价体系提出的“四层” 考查内容和“四
翼” 考查要求，是从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出发，结合高

校人才需求提出的，着重体现了国家未来发展所需

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四层” 考查内容

是既相对独立又密切关联的四个层面，以“学科素

养” 为连接层实现了四层内容的融汇贯通［２］ ．２０２０
年高考数学全国卷根据学科特点，细化高考评价体

系的“四层” 考查要求，围绕数学内容主线，精选学

科知识，考查全面的数学基础和学科能力，具有鲜明

的学科性和时代性，突出考查学生的学科素养和核

心价值观，体现了考查的基础性、综合性、探究性和

开放性．
２．２．１　 以数学学科素养为导向，凸显发展性

２０２０年高考数学全国卷体现了“走大道、求大

气” 的命题理念，以数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
直观想象、数学运算、数据分析 ６ 大数学核心素养为

导向，注重对重要数学概念、思想、方法的考查，引导

学生夯实基础，促进课堂回归课本，通过数学学习发

展学生核心素养．
例 ６　 （Ⅰ卷·理 ２０） 已知 Ａ，Ｂ分别为椭圆 Ｅ：

ｘ２

ａ２
＋ ｙ２ ＝ １（ａ ＞ １） 的左、右顶点，Ｇ为 Ｅ的上顶点，

ＡＧ→·ＧＢ→ ＝ ８，Ｐ为直线 ｘ ＝ ６上的动点，ＰＡ与 Ｅ的另

一交点为 Ｃ，ＰＢ与 Ｅ的另一交点为 Ｄ．
（１） 求 Ｅ的方程；
（２） 证明：直线 ＣＤ过定点．
本题的设计引入平面向量知识，使数与形巧妙

结合，“展示了从学科整体意义和思想价值立意来考

查数学思想和方法的命题思想” ．第（１） 问的设计面

向全体考生，比较基础．第（２）问是定点问题，解答时

需要多处深入认识图形的几何特征并向代数形式转

化，体现了解析几何的精髓．此题在综合性的层次上

考查了数学探索、数学运算、数学应用等学科素养，
逻辑思维、运算求解、数学建模等关键能力，以及向

量数量积、直线方程、直线与椭圆的位置关系等必备

知识．例 ６内涵丰富，解答后还能进一步提出一些问

题．如：思考结论能不能推广到一般情形；也可以反

思题目的条件，寻求问题的本源；还可以进行更深层

次、更多元的思考：证明直线恒过定点有哪些方法？
题目的结论反过来成立吗？ 题目的背景换成双曲

线，或抛物线，结论还成立吗？ …… 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收获的不仅仅是具体的数学知识和方法，更是

学习能力的全面提升和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养成．
２．２．２　 以数学关键能力为目标，强调综合性

关键能力是指即将进入高等学校的学习者在面

对与学科相关的生活实践或学习探索问题情境时，
高质量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必须具备

的能力［１］ ．关键能力是学生自主发展和全面发展的

推动力和引擎．因此，关键能力是高考考查中的重点

内容［２］ ．高考数学科提出 ５项关键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运算求解能力、空间想象能力、数学建模能力和

创新能力．其中：前 ４项关键能力具有鲜明的数学学

科特点，是学生学习数学必须具备的能力，也是数学

教学着力培养的、数学考试着重考查的能力［５］ ．２０２０
年高考数学全国卷以数学知识为基础和载体，从测

量考生的发展性和创造性入手，对关键能力进行了

重点考查．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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囵
逻辑思维能力的基本内涵就是按照数学的思维

方式（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等） 去思

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 ７　 （新高考Ⅰ、Ⅱ卷·１２） 信息熵是信息论

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设随机变量 Ｘ 所有可能的取值

为 １，２，…，ｎ，且 ｐ（Ｘ ＝ ｉ） ＝ ｐｉ ＞ ０，∑
ｎ

ｉ ＝ １
ｐｉ ＝ １，定义 Ｘ

的信息熵 Ｈ（Ｘ） ＝ -∑
ｎ

ｉ ＝ １
ｐｉ lｏｇ２ｐｉ，则（　 　 ） ．

Ａ．若 ｎ ＝ １，则 Ｈ（Ｘ） ＝ ０
Ｂ．若 ｎ ＝ ２，则 Ｈ（Ｘ） 随着 ｎ的增大而增大

Ｃ．若 ｐｉ ＝
１
ｎ
（ ｉ ＝ １，２，…，ｎ），则 Ｈ（Ｘ） 随着 ｎ的

增大而增大

Ｄ．若 ｎ ＝ ２ｍ，随机变量 Ｙ所有可能的取值为 １，
２，…，Ｍ，且 Ｐ（Ｙ ＝ ｊ） ＝ ｐ ｊ ＋ ｐ２ｍ＋１-ｊ（ ｊ ＝ １，２，…，ｍ），则
Ｈ（Ｘ） ≤ Ｈ（Ｙ）

例 ７以信息论中的概念信息熵为背景，要求考

生理解新概念，精确抽取有用信息，然后根据每个选

择支给出信息的逻辑关系，通过推理，最终作出判

断．解答时既需要考生具有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较
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又需要考生能够掌

握用于计划、监控和调节的各种元认知策略，对考生

的数学核心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为全面地检

测考生的思维品质和探究能力．
运算求解能力是思维能力和运算技能的结合，

是依据运算法则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如 Ⅰ 卷理科

１４题，试题要求考生学会选择合适的方法（或引入

单位圆求解、或引入向量的坐标求解、或根据向量数

量积的定义利用平方法求解）、合适的运算公式，更
重要的是要合理选择运算途径，合理确定运算的

方向．
空间想象能力是对空间形式的观察、分析、抽象

的能力，主要表现为识图、画图和对图形的想象能

力．如Ⅲ卷理科 １９题，试题要求考生根据题意正确

画出图形，再根据图形正确判断线线、线面位置关

系，得出四边形 ＡＦＣ１Ｅ 是平行四边形，进而证明点

Ｃ１ 在平面 ＡＥＦ内，并正确计算二面角 Ａ - ＥＦ - Ａ１ 的
正弦值，多角度地考查了空间想象能力和空间图形

的转化能力．
数学建模能力的基本内涵为对现实问题进行数

学抽象，用数学语言表达问题、用数学方法构建模型

解决问题的能力．如Ⅱ卷文、理科 １８题第（３） 问，要求

考生根据条件给出一种自己认为更合理的抽样方法，
并说明理由，“加大了对数据解释的开放性，使学生摆

脱标准答案的束缚，体现了灵活考查概率统计思想方

法的设计目的” ［８］，体现了概率统计的应用价值．
２．２．３　 以数学必备知识为抓手，突出基础性

必备知识作为“四层” 考查内容的重要组成，是
形成核心价值、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的基础［９］ ．数学

是“研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一门科学”，其必备

知识是学生在面对与学科相关的生活实践或学习探

索问题情境时，有效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所必须具备的知识［５］，是有关数量关系和空间形

式的基本事实、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与基本原理组成

的基本知识体系．根据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ＯＥＣＤ）
的界定，素养“不只是知识与能力，它还包括个体调

动和利用种种心理社会资源（包括各种技能和态

度），以满足在特定情境中复杂需要的能力．” 可见，
“活” 的知识才是能力，“活” 的能力才是素养［１０］ ．高
中数学必备知识主要有集合，常用逻辑用语，不等式

的性质、解法、证明，函数的概念与性质，幂函数、指
数函数与对数函数，三角函数，函数应用，数列，平面

向量及其应用，直线和圆的方程，圆锥曲线，立体几

何，计数原理，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概率，统计，线
性回归，复数的概念与运算，导数及其应用等．２０２０
年高考数学全国卷“以学科素养为导向确定必备知

识”，对考查内容进行有机整合，让考生在真实的情

境中运用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解决问题，综合考查

学科素养水平．
２．３　 考查载体上创设真实问题情境，聚焦学科核心

素养

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反映核心价值，是以问题情

境为载体对数学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的综合运用．
选择合适的问题情境是考查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重

要载体［７］ ．对于数学学科而言，情境和问题往往是一

体的，试题的命制载体是真实的问题情境．高考数学

的试题情境可分为课程学习情境、探索创新情境、生
活实践情境 ３类［５］ ．２０２０年高考数学全国卷“选择能

够体现出核心价值引领作用的问题情境”，落实综合

性、创新性考查要求，突出考查学生数学应用、理性

思维等素养，引导考生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为中学

数学教学竖起“一面旗”，引领探索培育学生数学核

心素养的途径．
首先，将解题要求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创设真实

的任务情境，引导考生从“解题” 到“解决问题”、从
“做题”到“做人做事”转变，推动数学关键能力和核

心素养考查落地．试题注重“以生活实践情境为拓展

应用的渠道”，引导考生关注社会，重视实践，学以致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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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试题的背景资料与大众生活 息息相关，来源广泛（见表 １） ．

表 １　 ２０２０年高考数学全国卷应用问题的背景资料来源

试卷类别 题号 背景资料

Ⅰ卷

文、理科 ３题 埃及胡夫金字塔

文、理科 ５题 某作物种子的发芽率和温度之间的关系

文科 １７题 产品加工等级及利润

理科 １９题 羽毛球比赛

Ⅱ卷

文科 ３题 钢琴琴键

理科 ３题，文科 ４题 网上销售订单配货

理科 ４题 北京天坛的圆丘坛

理科 １４题 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安排

文、理科 １８题 某沙漠地区野生动物数量估计

Ⅲ卷
文、理科 ４题 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动态研究

文、理科 １８题 某市 １００天中每天的空气质量等级和当天到某公园锻炼的人数

新高考Ⅰ、Ⅱ卷

３题 志愿者安排

４题 日晷

５题 中学生体育锻炼

６题 新冠肺炎疫情初始阶段累计感染病例数

１２题 信息论

１５题 学生劳动实习

１９题 空气质量调研

　 　 其次，将试题材料与课程学习相结合，创设综

合的探究情境，如下题：
例８　 （Ⅰ卷·文１６）数列｛ａｎ｝满足ａｎ＋２ ＋ （ - １）ｎａｎ

＝ ３ｎ - １，前 １６项的和为 ５４０，则 ａ１ ＝ ．
例 ８ 所选取的情境材料源于“数列的递推关系

式” 的课程学习，考查考生灵活运用数列递推关系

式进行转化的能力以及善于发现规律的观察能力和

较强的计算能力．试题要求考生主动思考，发现新问

题、找到新规律、得出新结论，指向考查理性思维素

养和数学探究素养，体现了研究性学习的理念．此题

设计精妙，与 ２０１２年高考新课标全国卷 １６ 题有“异
曲同工之妙” ．

再次，将试题设置与探索创新相结合，创设开放

的问题情境．如新高考Ⅰ卷 １２题，以信息熵这一“新
概念” 为背景，设置新颖的试题呈现方式和设问方

式，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探究性，鼓励学生从多角度

思考问题，考查了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意识，重点

考查学生数学应用素养、理性思维素养和数学文化

素养，凸显区分甄选功能．
３　 教学启示

作为大规模高利害考试，高考客观上对高中教

学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１］１１ ．在这一点上，２０２０ 年高

考数学全国卷起到了较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３．１　 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挖掘数学学科价值

高中数学学科的育人价值是数学学科对社会价

值、个人价值、数学学科自身发展价值的全面彰显．
数学课程的育人价值要在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爱
国情怀和知识见识上作积极探索．正确的数学教学

观应该是坚持立德树人，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

目标，努力促进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提升［１１］ ．学科育

人价值不是空洞的灌输，而是要通过课堂教学中教

师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浸润．真正的改革发生在课

堂，教师应增强课程意识，从立德树人的高度认识和

理解数学课程的意义，形成全面育人的数学教学观，
才能在数学课程与教学中更好的帮助学生用数学眼

光观察世界，用数学思维思考世界，用数学语言表达

世界，实现“培养人的理性思维、科学精神和促进个

人全面发展” 的数学学科价值．
３．２　 回归数学知识教学，提升学生学科素养

数学学科素养的发展、理性精神的形成，源自教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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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教育教学中对学生多年的培养．素养两个字，
“素” 指平时、平常；“养” 指历练、修行，积微成著地

养功夫．两个字合起来对于我们教师来说，指明了我

们平时应该做什么事，应该怎么做［１２］ ．数学知识是数

学问题解决的工具，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是在

数学学习和运用数学学科知识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

中进行的．教师要认识数学学科知识的考查工具功

能，理解学科知识的要求、呈现方式、呈现特点和教

学功能，以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将宏观的

核心素养体系落实到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上和

具体的每一节数学课堂中，在教学中创设合适的问

题情境，通过适当的活动促进学习的发生，努力揭示

数学定义、法则、结论的发生、发展过程和本质，在数

学知识的学习中“掌握理论、融会贯通、勇于探索、善
于分析、勤于思考、科学思维”，以学科知识为工具，
培养从“解题” 到“解决问题” 的能力，在学习数学

和应用数学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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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简驭繁　 以小胜大
———２０２０年浙江高考第 ９题在高一的教学体验

杭州绿城育华学校　 　 ３１００００　 　 张旭强

　 　 【摘　 要】 　 对同一个数学问题的学习，不同阶段的学生会产生不同的学习效果，笔者将 ２０２０ 年浙江高考的一

个选择题在高一学生中进行了教学尝试，得到了较好的反馈，教师带领学生回归认知的原点，学生从已有的认知出

发，以简驭繁． 文章也对此题进行了解法分析．
【关键词】 　 高中数学；高考；以简驭繁

　 　 数学教育培养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是超越具

体数学内容的数学教学目标［１］ ．笔者认为为了实现

这样的教学目标教师在数学教育中要遵循一个原

则，把握数学知识的本质，这个本质可以理解为要从

本源上去对知识进行再认知，即回归知识的原点，弄
清每个概念、知识和技能背后的原理． 在教学中，教
师第一考虑的不应是数学教学内容、技能的多少，而
应是如何引导学生从更本源上去认识数学．

高考试题是数学教师重点研究的对象，笔者发

现 ２０２０年浙江高考第 ９ 题，与最近在高一课堂讲解

的两题有异曲同工之妙，表面上考查一个三次函数

图象性质，实际可以利用“同正异负” 原理来阐述．
题 １　 （２０２０年浙江高考第 ９题）已知 ａ，ｂ∈Ｒ，

且 ａｂ≠ ０对于任意 ｘ≥ ０均有（ｘ - ａ）（ｘ - ｂ）（ｘ -
２ａ - ｂ） ≥ ０，则（　 　 ） ．

Ａ．ａ ＜ ０ 　 Ｂ．ａ ＞ ０ 　 Ｃ．ｂ ＜ ０ 　 Ｄ．ｂ ＞ ０
解法 １　 用“二次 ＋ 一次” 驾驭“三次函数”
令 ｆ（ｘ） ＝ （ｘ - ａ）（ｘ - ｂ），ｇ（ｘ） ＝ ｘ - ２ａ - ｂ，先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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