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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高考评价体系考查数学关键能力
——2020年新高考数学试题简评与赏析

王芝平

(北京宏志中学 100013)

今年的高考不仅是恢复高考四十多年来首次

因故延期一个月的高考，也是山东、海南、北京与

天津新高考综合改革落地的首考，从全国(港、澳、

台除外)范围看，更是取消考试大纲与考试说明的

第一次高考，因此今年的新高考数学试题比往年

更令人关注．

1正视现实。“稳”字当头

因疫情等原因，各地高三学生高考前的半年

基本是通过线上学习备考，与往常师生面对面的

学习有较大的不同，其次今年又是新高考首考落

地之年．针对这些特殊情况，本着创新是方向，稳

定是主流的原则，试题设计平和、中正，难度有所

降低，给考生亲切、平和的感觉，较好地把握了稳

定与创新、传承与改革的关系，给能力层次不同的

考生创设了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空间，有利于平

复考生的心理情绪，使考生尽快进入考试的最佳

状态，保证数学能力水平得以正常发挥，彰显人文

关怀．

新高考数学试卷中有大量的基础性试题，所

涉及到的知识都是教科书中最基础、最核心的主

干内容，是进入高等学校的考生在面对与数学相

关的生活实践或学习探索问题情境时，高质量地

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所必需具备的数学知识，是培

养数学关键能力、达成数学素养的基础．试题平

而不俗，无难题、怪题和偏题，无刁难考生之意，与

日常教学比较吻合，起点低、人手宽、多层次、高落

差，体现了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的考

查要求．

新高考数学卷稳中有变，渐变求善．如新高

考I卷、Ⅱ卷(山东用I卷、海南用Ⅱ卷)的“多选

题”为数学基础和数学能力在不同层次上的考生

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增加了考生的得分机会；“结

构不良问题”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对数学理解能

力、数学探究能力的考查是深刻的，引导考生从

“死记硬背”“机械刷题”“题海战术”式的解题转向

基于深度理解的问题解决、策略选择，使数学关键

能力与学科素养得到有效考查．

2联系实际。立德铸魂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高考的核心功能之

一．新高考数学试题将重大的社会热点事件有机

融人试题，通过设计真实的问题情境，展现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与科学防疫、环境治理、脱

贫攻坚的重大成果，使考生从中感受到我国的制

度优势、综合国力、文化底色，旨在激励青年学子

的历史使命、责任担当、价值追求，使立德树人、以

考育人等落在实处．

例1(新高考I卷第6题)基本再生数风与

世代间隔丁是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学基本参数．

基本再生数指一个感染者传染的平均人数，世代

间隔指相邻两代间传染所需的平均时间．在新冠

肺炎疫情初始阶段，可以用指数模型：J(￡)=e”描

述累计感染病例数j(￡)随时间￡(单位：天)的变化

规律，指数增长率r与R。，T近似满足R。=1+

rL有学者基于已有数据估计出R。一3．28，丁一

6．据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初始阶段，累计感染病

例数增加1倍需要的时间约为(1n2≈O．69)

( )

A．1．2天 B．1．8天

C．2．5天 D．3．5天

解析 因为Ro=3．28，T一6，由Ro=1+rT

得3．28一l+6r，即r=0．38．所以j(￡)一eo’3盯．

由2一eo‘3¨得0．38￡=ln2≈0．69，即￡≈1．816．

选B．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一般认为流行病在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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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级阶段如果没有人工干预，感染人数会呈指

数增长．本题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初始阶段累计感

染病例数的数学模型的研究成果，引人流行病学

中的2个基本参数——基本再生数R。(在发病初

期，当所有人均为易感者时，一个病人在其平均患

病期内所传染的人数)与世代间隔T(每繁殖一代

所需要的时间)，通过统计模型描述在一定时期内

累计感染病例数随时间的变化规律，考查从资料

中提取数学信息的能力，考查对数概念及数学运

算素养，考查借助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通过了解流行病的传播规律，感受医务人员为防

控新冠肺炎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我国为国际疫情

防控所做出的努力，引导考生体会科学、精准、严

格的防控措施的重大意义和大国担当．

例2(新高考Ⅱ卷第9题)我国新冠肺炎疫情

进入常态化，各地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下面是某地

连续11天复工复产指数折线图，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 )

82％

80％

78％

0 l 2 3 4 5 6 7 8 9 lO 1l

A．这11天复工指数和复产指数均逐日增加

B．这11天期间，复产指数增量大于复工指

数的增量

C．第3天至第11天复工复产指数均超

过80％

D．第9天至第11天复产指数增量大于复工

指数的增量

解析 由图可知，A显然是错误的；第一天复

产指数与复工指数的差明显大于第十一天复产指

数与复工指数的差，所以B是错误的；C显然是对

的；第9天的复工指数大于其复产指数，而第11

天的复工指数小于其复产指数，所以D也是

对的．

本题以今年社会热点——疫情常态化后的有

序复工复产复学——为背景，情境与数据真实，考

查学生解读统计图以及提取信息的能力．试题展

示了我国防控新冠疫情取得的成果，彰显立德树

人的教育宗旨．

例3(北京卷第15题)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环保部门要求相关企业加强污水治理，

排放未达标的企业要限期整改．设企业的污水排

放量W与时间t的关系为W=厂(￡)，用

一丛笔型的大小评价在[口，6]这段时间内企
U “

业污水治理能力的强弱．已知整改期内，甲、乙两

企业的污水排放量与时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D fI 『2

给出下列四个结论：

①在[￡。，￡。]这段时间内，甲企业的污水治理

能力比乙企业强；

②在￡。时刻，甲企业的污水治理能力比乙企

业强；

③在t。时刻，甲、乙两企业的污水排放量都已

达标；

④甲企业在[o，t。]，[t。，￡2]，[￡2，￡。]这三段时

间中，在[o，t。]的污水治理能力最强．

其中所有正确结论的序号是——．
解析本题源自人教A版高中数学教科书

选修2—2，第10页第1题．考题首先给出了评价

企业在[口，6]这段时间内污水治理能力强弱的指

标：函数在该区间上的函数“平均变化率”的相反

数，其几何意义是经过这段曲线两端点的直线的

斜率相反数．由图可知，①对，④不对；因为平均

变化率的极限就是导数，所以企业在某一时刻的

污水治理能力可以用该点处的切线斜率的相反数

来刻画．所以由图可知，在￡2时刻，甲企业的污水

治理能力比乙企业强是正确的，即②是对的；③显

然是正确的．所以填①②③．

污水治理能够保护珍贵的水资源，减少环境

污染，构建绿色环保的社会环境，是一项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重要工程．本题情境真实，紧密贴

近现实生活，增强青年学子的社会责任感、使命

感，凸显立德树人价值导向．

一整器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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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新高考I、Ⅱ卷第19题)为加强环境保

护，治理空气污染，环境监测部门对某市空气质量

进行调研，随机抽查了100天空气中的PM2．5和

S02浓度(单位：弘g／m3)，得下表：

＼奶
PM2．}＼ [o，50] (50，150] (150，475]

[o，35] 32 18 4

(35，75] 6 8 12

(75，115] 3 7 10

(I)估计事件“该市一天空气中PM2．5浓度

不超过75，且S02浓度不超过150”的概率；

(Ⅱ)根据所给数据，完成下面的2×2列

联表；＼so。 [o，150] (150，475]PM2．5＼ ＼
[o，75]

(75，115]

(Ⅲ)根据(Ⅱ)中的列联表，判断是否有99％

的把握认为该市一天空气中PM2．5浓度与S0。

浓度有关?

附：K2一
九(口d一6c)2

(口+6)(c+d)(口+c)(6+d)’

P(K2≥正) O．050 O．010 O．001

志 3．841 6．635 10．828

解析(I)由表格可知，该市100天中，空气

中的PM2．5浓度不超过75，且SOz浓度不超过

150的天数有32+6+18+8—64天，所以该市一

天中，空气中的PM2．5浓度不超过75，且S02浓

度不超过150的概率为瓮=o．64；
(Ⅱ)由所给数据，可得2×2列联表为：

＼＼鳓
PM2．、＼ [o，150] (150，475] 合计

＼
[o，75] 64 16 80

(75，115] 10 10 20

合计 74 26 100

(Ⅲ)根据2×2列联表中的数据可得

K。=丽可苦去尚‰
一100(64×10一16×10)"一3600一—1丽砭币可否西矿一一酉
≈7．4844>6．635．

根据临界值表可知，有99％的把握认为该市

一天空气中PM2．5浓度与SO。浓度有关．

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人类只有保持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协调，才

能生存与发展．本题以当前社会关心的空气质量

状况为背景，给出了某市100天空气中的PM2．5

和SO。浓度表，重点考查考生对概率统计基本思

想和统计模型的理解和运用．考查数据整理、分

析信息的能力和对统计结论的解释等，考查学以

致用的能力和数据分析素养．

例5(新高考Ⅱ卷第6题)3名大学生利用假

期到2个山村参加扶贫工作，每名大学生只去1

个村，每个村至少1人，则不同的分配方案共有

( )

A．4种 B．5种 C．6种 D．8种

本题设计源于教科书，注重基础知识，聚焦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情境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较好

地实现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例6(新高考I、Ⅱ卷第5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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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占

该校学生总数的比例是( )

A．62％ B．56％ C．46％ D．42％

解析假设该中学有100名学生，并设其中

只喜欢足球的学生有z人，只喜欢游泳的学生有

y人，两个项目都喜欢的学生有z人．由．题意可

得z+y+z一96，z+z=60，y+名=82，解得z=

46．所以该中学既喜欢足球又喜欢游泳的学生数

占该校学生总数的比例是46％．

本题以考生喜闻乐见的体育运动为背景，在

考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同时，激发考生参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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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体育运动的兴趣，增强健康意识，有利于培养健

全人格、锤炼意志，珍爱生命、热爱生活等核心

价值．

这样的试题引导考生自觉地置身于现实社会

的大环境中，用数学眼光审视纷纭复杂的自然现

象，用数学思维分析其中的数学本质，并用数学语

言描述事物表象背后所蕴含的客观规律．试题从

不同的视角体现了全国人民防控疫情、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体现了党中央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意志和决心，体现

了高考的育人功能．

3经典入题。弘扬文化

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根脉，积淀着世

界各族人民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立德树人、繁衍

发展的文化基因．数学承载着思想与文化，是人

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高考试题关注数学文

化育人的价值，重视全面育人的要求，既发挥数学

在培养学生理想信念和爱国情怀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又注意吸收世界数学文化的精华，引导学生胸

怀祖国，放眼世界．

例7(新高考I、Ⅱ卷第4题)日晷是中国古

代用来测定时间的仪器，利用与晷面垂直的晷针

投射到晷面的影子来测定时间．把地球看成一个

球(球心记为0)，地球上一点A的纬度是指0A

与地球赤道所在平面所成角，点A处的水平面是

指过点A且与0A垂直的平面．在点A处放置

一个日晷，若晷面与赤道所在平面平行，点A处

的纬度为北纬40。，则晷针与点A处的水平面所

成角为( )

A．20。 B．40。 C．50。 D．90。

解析把地球看成是一个球，如图，画出通过

晷针与球心的平面截这个球而得的截面图——大

圆，其中CD表示赤道所在平面与截面的交线，

EF是点A处的水平面的截线，AB是晷针所在直

线，GM是晷面的截线．

G

D

依题意，0A上EF，GM∥CD，AB上GM．

又么AoC一40。，所以么0AM一40。．所以么BAE

一么0AM一40。，即晷针与点A处的水平面所成

角为么BAE一40。．故选B．

本题以“日晷”测时为背景，考查数学抽象、直

观想象、数学建模、逻辑推理、数学运算等核心素

养．“日晷”这种利用太阳光的投影来计时的方法

是人类在天文计时领域的重大发明，这项发明被

人类沿用达几千年之久，反映了我国古代悠久灿

烂的文明成就，有利于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

例8(北京卷第10题)2020年3月14日是

全球首个国际圆周率日(7cDay)．历史上，求圆周

率兀的方法有多种，与中国传统数学中的“割圆

术”相似，数学家阿尔·卡西的方法是：当正整数

行充分大时，计算单位圆的内接正6起边形的周长

和外切正6卵边形(各边均与圆相切的正6前边形)

的周长，将它们的算术平均数作为2丌的近似值．

按照阿尔·卡西的方法，兀的近似值的表达方式

是( )

A．3卯(sin型+tan型)
行 艴

B．6行(sin型+tan型)
行 九

c．3行(sin型+tan堕)
行 挖

D．6行(sin堕+tan型)
行 ”

解析 如图1，设A，B是单位圆0内接正6咒

边形的相邻的两个顶点，则么AoB一譬一≠．

在△AOB中，由余弦定理，得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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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2—1+1—2cos罢=4sin2是，

所以AB一2sin罢，

所以该圆内接正6咒边形的周长等于12挖sin罢．

如图2，设C是与点A，B相邻的该单位圆外

切正6，l边形的一个顶点，在△AOC中，AC=

tan圭，所以外切正6咒边形的边长等于2tan是．
O咒 b咒

所以该圆外切正6，z边形的周长等于12，2tan罢．

C

图2

因此这两个周长的算术平均数为6咒(sin罢+
U丌

tan是)，故兀的近似值的表达方式是3竹(sin是+
U7l U丌

tan导)．选A．
D行

兀几乎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数学常数，在数学

和自然科学以及建筑科学中是无处不在的．只要

涉及与圆有关的几何量的计算，就不可避免地借

助于m华裔数学家陈省身就曾感慨道：“兀这个

数渗透了整个数学”，也有人说：“7【是一首无穷无

尽的歌”．而“圆周率的精确度可以作为衡量一个

国家数学水平的标志”(德国数学家康托尔)．这

虽有些夸张，也足见人们对圆周率精确度锲而不

舍的精神追求．

本题虽然只涉及初中平面几何知识，但是结

论的探索过程可以激发学生理性思考：为什么可

以这样求'【的近似值呢?事实上，由三角函数的

学习过程可知，在弧度制下，当正数z非常小时，

sinz≈z且tanz≈z．所以

3以(sin暑+tan是)≈3以(是+墨)=7c．
0玎 D” O，z 口咒

这些试题与经典名题有关，背景涉及古今中

外，考查逻辑思维、运算求解、空间想象、数学建模

和创新等数学关键能力，考查理性思维、数学应

用、数学探索、数学文化等数学学科素养．在开阔

学生视野的过程中，使考生接受数学文化的熏陶，

感受数学思想和方法的魅力，体会数学的广泛应

用性，领略无处不在的数学美．

4题在书外。根在书中

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必须牢固掌握数学基础

知识与基本思想方法，所以新高考试卷中有一定

比例的基础性试题，且与教科书内容紧密相连，贴

近中学教学实际．一方面许多试题素材来源于教

材，另一方面解题思想方法也根植于教科书，旨在

引导学生筑牢数学根基，掌握解决问题的基本工

具，引导中学数学教学回归教科书．

例9(新高考I卷第13题)斜率为万的直线
过抛物线C：y2—4z的焦点，且与C交于A，B两

点，则1 AB I一 ．

此题与人教A版数学教科书选修2—1第69

页的例4(斜率为1的直线z经过抛物线y2—4z

的焦点F，且与抛物线相交于A，B两点，求线段

AB的长)完全相同．其求解过程完全可以根据

例4的解题过程进行．(解法略)
～2

例10(新高考Ⅱ卷第22题)已知椭圆c：与
q

．．2

+告一1(口>6>o)过点M(2，3)，点A为其左顶
口

1

点，且AM的斜率为÷．
厶

(I)求C的方程；(Ⅱ)点N为椭圆C上任意

一点，求△AMN的面积的最大值．
m 2 ．．2

解析(I)c的方程为鲁+耘=1．
上U 上山

(Ⅱ)设与直线AM平行的直线方程为z：z一

2y=m，当直线Z与椭圆相切时，与AM距离比较

远的直线z与椭圆的切点为N，此时△AMN的

面积取得最大值．

．y·／

彳多
—、丛

‘不。
一心心纱

／。 。罗，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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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z一2y—m与彘+丧一1联立消去z得，
16y2+12优y+3m2—48—0，由△一144m2—4×

16(3m2—48)一0，解得优一土8．所以与直线AM

距离比较远的直线为Z：z一2y=8．直线AM与z

间的距离为d：{圭兰：望箬，又IAMl一3石，
√1十4 o

所以△AMN的面积的最大值为寺×3万×

学硼．
此题与人教A版数学教科书选修2—1第47

页例7本质相同．

新高考数学试题的设计注重数学课程学习情

境，多数试题与教科书中例、习题相近，是考生比

较熟悉的问题类型，体现了“题中书外，根在书中”

的命题理念，并且突出考查通性通法，淡化特殊技

巧，重视对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以

及基本思维活动经验的考查．

5突出理性。考查能力

数学是一门思维科学，是培养学生理性思维

的重要载体．数学核心素养的灵魂是理性思维，新

高考数学卷将关键能力与理性思维、数学应用、数

学探究、数学文化等数学学科素养聚焦于数学理

性思维的主线之上，突出考查理性思维与关键能

力．

例1l(新高考I卷第21题)已知函数，(z)

=口F一1一lnz+ln口．

(I)略；(Ⅱ)若，(z)≥1，求n的取值范围．

(Ⅱ)解析 由函数，(z)的解析式中涉及到

两个重要而基本的函数模型e。与lnz，容易联想

到人教A版高中数学教科书选修2—2上的结论：

e。>z+1(z≠o)，lnz<z<e2．因为教科书要求

“通过函数图象直观验证”，如果考生对此题有“创

新取向的变式研究”的过程，那么他们会得到结论

y。

缪l三么

∥
∥1

i

l

e一1一l般≥1．也就是说当口=1时，，(z)≥1恒
成立，再由对数函数性质和不等式性质易知，当口

≥1时，，(z)≥e一1一lnz≥1恒成立．

借助于图形直观，既得到了厂(z)≥1成立的

充分条件，也为我们指明了代数证明的方向与

思路：

令g(z)一e2—1一lnz(z>O)，则97(z)=

e一1一÷是增函数，且97(1)=o，所以g7(z)<o

铮0<z<1；97(z)>O筒z>1．即g(z)在区间(0，

1)上是减函数，在区间(1，+。o)上是增函数，所以

g(z)的最小值是g(1)=1，即e一1一lnz≥1．所

以当n≥1时，．厂(z)≥e一1一lnz≥1恒成立．

当o<n<1时，因为口e一1<e一1，lnn<O，所

以，(z)<e一1一l眦恒成立．特别地，z一1时，

，(1)<1．即厂(z)≥1不恒成立，所以o<口<1不

合题意．亦即若要厂(z)≥1恒成立，其必要条件

是口≥1．

所以实数口的取值范围为[1，+。。)．

本题设计注重数学课程学习情境与探索创新

情境，考生可以借助几何图形发现解题方向，再用

严谨的代数方法进行逻辑推理，既基于感性，又发

展理性，较好地考查了直观想象、逻辑思维、运算

求解等关键能力．

本题简约而不简单，深刻而不深奥，其本质在

于用严谨的代数方法证明学生通过图象直观感知

到的不等式链：e一1≥z>z一1≥l眦．求解思路

的发现与规范有序的代数证明使考生体会到代数

方法的严谨与威力，有利于学生形成重论据、有条

理、合乎逻辑的思维品质，养成以理服人的理性思

维习惯．

一2 ．．2

例12(北京卷第20题)已知椭圆c：与+告

一1过点A(一2，一1)，且口一26．

(I)求椭圆C的方程；(Ⅱ)过点B(一4，0)的

直线z交椭圆C于点M，N，直线MA，NA分别交

直线z一4于点P’Q，求船的值．
巾2 ．．2

解析(I)等+告一1 o

(Ⅱ)I PBI与l BQ I的取值分别随点M，N的

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点M，N的位置又随着直线Z

的变化而变化，即一切皆因直线Z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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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刻画直线Z的位置的参数就是主元，即目标

函数的自变量．
DD设问方式可以让考生预感到揣是一个定

I上JVI

值，如果能先知道这个定值，那么后续的探索就有

了较为明确的方向．因为事物的一般性通过其特

殊性表现出来，所以不妨先考虑直线z与z轴重

合的情况，此时直线z与椭圆相交于椭圆的左、右

顶点．如图1，作AH上z轴于H，可以证明I PB

—I BQI．所以I PB I—l BQI就成了一般情况下要

证明的结论，它为运算求解创设了有利条件．

＼．
y? L

Qv、
占浆 业——7 i

／
P

＼

图l

当直线Z与z轴不重合时，如图2，设其方程

为z=砂一4．

＼． ∞

Q

＼厂一 、＼蟹!
占梨二／／髯

，，一
P ＼

、

图2

由1警+萼=1消去z得。2+4’扩一8缈+8一仉
当厶≥o时，设M(z1，y1)，N(z2，y2)，

则y。+y。一南啪y。=赤．
直线AM的方程为y 2尝萎(z+2)一1，令z一一4，得yP一等_1．
同理yQ一掣_1．
显然，点P，Q在z轴的异侧，

不妨设yP>O，则yQ<O．

所以l yP I—I yQ I—yP+yQ一掣一·+二掣一·

：～!!型!±!!!兰!±；!±!!丝±!!!兰!±!!一9===～，
(孔+2)(z2+2)

一

而(y1+1)(z2+2)+(y2+1)(zl+2)+

(zl+2)(z2+2)

亍(y1+1)(￡y2—2)+(y2+1)(砂l一2)+

(砂1—2)(￡y2—2)

=(￡+2)[￡yly2一(yl+y2)]

=(￡+2)[￡×7岳一尹孝j]一o．
所以I y，l—I y口I—o，即I PB I=I BQI，

所以潞=1．综上，胬-1．
本题立足基础，强调综合，解法既异彩纷呈，

又突出通性通法．但如果没有借助于特殊情形猜

出这个比值，而是直接计算勰=
z1+2y1+4

z1+2

z2+2y2+4
z2+2

，则极易思路受阻、迷失方向．

若能根据运动变化中的特殊瞬间(即直线Z
DD

与z轴重合)猜测出筒21，则将问题转化为证
明I PB l—l BQ I，对应的代数关系可以为

二呈掣一1：一二呈掣+1，即
Z1 T厶 Z2 l厶

二型萼三里一1+二型笔去旦一1一o，这就为使
Z1 I厶 Z2】厶

用“根与系数的关系”创造了条件，转化成自己所

熟悉的问题，从而成功突破本题的难点．

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动手实

践，根据直观图形、特殊情形，对所求结论进行大

胆猜想，清晰、明确地选择简洁、合理的运算途

径．

这类试题源于考生学习情境，解题思想方法

源于课本，体现了“题在书外，根在书中”的命题理

念，强调了知识内容和思想方法的融会贯通，突出

考查逻辑思维、运算求解、直观想象、数学建模等

关键能力。试题的探索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抓住

纷繁复杂之中的关键因素，善于发现事物的本质、

关系和规律，返璞归真、精中求简、以简驭繁，并在

一般观念指导下思考和解决问题，充分感悟到“思

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

新高考数学试题纯净淡雅， (下转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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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教材之间的比较，甚至借助课程标准从更高

的角度理解．题12—15的相关性分析也显示，课

标的阅读及其基本理念、目标、内容的理解之间有

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286一～．636一)．

这表明，对教科书的理解不仅有教师自身的

因素，同时和培训活动有关联，因此教师一方面应

加强自身的修养，自行阅读课标、文献资料等，另

一方面多参与培训活动，与专家面对面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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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4页)内蕴厚重，解法异彩纷呈．数学是

一个有机的整体，‘数学学习应该重视从整体上夯

实基础知识，加强知识与方法的融会贯通，注意掌

握通性通法，淡化特殊技巧，在学以致用的过程中

培养独立思考、质疑批判的思维能力．

“没有一种数学思想如当初刚被发现时那样

发表出来．一旦问题解决了，思考的程序便颠倒

过来，把火热的思考变成冰冷的美丽”(弗兰登塔

尔)．所以数学学习要完整地经历知识的形成与

发展过程，感悟其中蕴含的数学基本思想方法，在

学以致用中对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要有清晰且自觉

的认识，能有理有据、前后一致、逻辑连贯地阐明

自己的观点，进而提高数学理性思维的能力．

数学是一种追求思维深度的艺术，守正方可

出新，宁静方能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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