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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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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 ｆ（ｘ） ＝ （ｘ - ａ）（ｘ - ｂ），若 ａ ＞ ｂ，分 ０ ＜ ｂ ＜ ａ，
ｂ ＜ ０ ＜ ａ，ｂ ＜ ａ ＜ ０ 三种情况讨论，若 ａ ＜ ｂ，分
０ ＜ ａ ＜ ｂ，ａ ＜ ０ ＜ ｂ，ａ ＜ ｂ ＜ ０三种情况讨论，

图 １　 　 　 　 　 　 　 　 图 ２

图 ３　 　 　 　 　 　 　 　 图 ４

若 ａ ＞ ｂ讨论：当 ０ ＜ ｂ ＜ ａ时，如图 １，不满足

题意舍去，当 ｂ ＜ ０ ＜ ａ时，如图 ２，则 ２ａ ＋ ｂ ＝ ａ，即
ａ ＋ ｂ ＝ ０，ａ ＞ ０，ｂ ＜ ０，满足题意；当 ｂ ＜ ａ ＜ ０时，
如图 ３，则 ｂ ＜ ａ ＜ ０，２ａ ＋ ｂ ＜ ０，满足题意；若 ａ ＜
ｂ讨论，如上，可知只有当 ａ ＜ ｂ ＜ ０时，如图 ４，则 ａ
＜ ｂ ＜ ０，２ａ ＋ ｂ ＜ ０满足题意．

所以选 Ｃ．
解法 １将题中的三次函数图象问题转化为二次

函数与一次函数图象问题，以简驭繁，以小胜大．这
样的分析似乎很巧妙，但笔者仔细一想似乎可以将

解法 １进一步优化，得到下面的解法 ２．
解法 ２　 用“一次 ＋ 二次” 驾驭“三次函数”
令 ｆ（ｘ） ＝ ｘ - ａ，ｇ（ｘ） ＝ （ｘ - ｂ）（ｘ - ２ａ - ｂ），注

意到函数 ｇ（ｘ） ＝ （ｘ - ｂ）（ｘ - ２ａ - ｂ）的图象可以由

ｈ（ｘ） ＝ ｘ（ｘ - ２ａ） 的图象向右平移 ｂ个单位得到，函
数 ｙ ＝ ｆ（ｘ） 的图象为过（ａ，０） 点，斜率为 １的一条直

线，如图 ５、图 ６．

图 ５　 　 　 　 　 　 　 　 图 ６

根据题意，ｙ ＝ ｆ（ｘ） 函数图象为一确定的直线，
要使得在 ｘ≥ ０，ｆ（ｘ）·ｇ（ｘ） ≥ ０恒成立．

若 ａ ＞ ０，如图 ５，将二次曲线 ｙ ＝ ｇ（ｘ）图象向左

平移，且经过点（ａ，０），题设命题恒成立，即 ａ ＝ - ｂ，
所以 - ｂ ＞ ０；

若ａ ＜ ０，如图６，将二次曲线ｙ ＝ ｇ（ｘ）图象向左平

移任意单位，题设命题恒成立，即 - ｂ ＞ ０，所以选 Ｃ．
解法 ３　 用三个“一次” 驾驭“三次函数”
令 ｆ（ｘ） ＝ ｘ - ａ，ｇ（ｘ） ＝ ｘ - ｂ，ｈ（ｘ） ＝ ｘ - ２ａ - ｂ，

要满足题意则三式均大于等于０，或者两式小于等于

０且一式大于等于 ０， 当三式均大于等于 ０ 时，
ｘ - ａ≥ ０，
ｘ - ｂ≥ ０，
ｘ - ２ａ - ｂ≥ ０，

ì

î

í

ïï

ïï
可得 ｘ ≥ ｍａｘ｛ａ，ｂ，２ａ ＋ ｂ｝ 恒成

立，又由 ｘ≥０，所以要满足题意，只有ｍａｘ｛ａ，ｂ，２ａ ＋
ｂ｝ ≤ ０成立，得到 ａ ＜ ０，ｂ ＜ ０．

当两式小于等于 ０一式大于等于 ０时，此时不妨

设 ａ≥ ｂ，则 ｂ≤ ａ≤２ａ ＋ ｂ，根据题意，在 ｘ≥０时，
若（ｘ - ａ）（ｘ - ｂ）（ｘ - ２ａ - ｂ） ≥ ０ 恒成立，则
ｘ - ｂ≥ ０，
ｘ - ａ≤ ０，
ｘ - ２ａ - ｂ≤ ０，

ì

î

í

ïï

ïï
在此约束条件下生成的不等式一

定不可以存在上确界，故必须 ａ ＝ ２ａ ＋ ｂ，即 ａ ＋ ｂ ＝
０，得到 ａ ＞ ０，ｂ ＜ ０，综上所述 ｂ ＜ ０，所以选 Ｃ．

以上三种解法，笔者认为教师跨过了学生比较

陌生的三次函数图象问题，用学生更加熟悉的一次、
二次函数图象性质来解决高三学生高考当中的一个

难题，以简驭繁，以小胜大，可谓妙哉．
解题至此，笔者因为今年在高一教学，想到一高

一期末考试题：题 ２．
题 ２　 若不等式（ ｘ - ａ - ｂ）（２ｘ - ｘ２） ≤ ０对

任意实数 ｘ恒成立，则 ａ ＋ ｂ ＝ （　 　 ） ．
Ａ． - １　 　 Ｂ．０　 　 Ｃ．１　 　 Ｄ．２

图 ７

对于此题，高一学生最

常规的思路是利用初中所

学“两数相乘（除） 同号为

正，异号为负”，根据此不等

式， 将 函 数 ｆ（ｘ） ＝
（ ｘ - ａ - ｂ）（２ｘ - ｘ２） 拆

分 为 两 个 函 数 ｇ（ｘ） ＝
ｘ - ａ - ｂ 与 ｈ（ｘ） ＝ ２ｘ -
ｘ２，若要满足题意，根据函数
图象特点 ｙ ＝ ｇ（ｘ） 为一开口向上的“Ｖ” 字型图象，ｙ
＝ ｈ（ｘ） 为一开口向下的抛物线，若要满足对任意实
数 ｘ，ｇ（ｘ）·ｈ（ｘ） ≤ ０恒成立，只有当 ｙ ＝ ｇ（ｘ） 图象
如图 ７时，此时 ａ ＝ １，ｂ ＝ １，所以选 Ｄ．

５４

中学数学杂志　 ２０２０年第 ９期　 　 　 　 　 　 　 　 　 　 　 　 　 　 　 ＺＨＯＮＧＸＵＥＳＨＵＸＵＥＺＡＺＨＩ　

万方数据



／ k y

_

．

1
_

、|． ． ．J．／～

2-

_

。

。D

移_
—奠

一2．

讲解此题时，作为拓展，笔者又补充了题 ３．

题 ３　 若不等式（ａ - ｘ - ｂ ）·ｓｉｎ ｘ ＋ π
４

æ

è
ç

ö

ø
÷≤

０，对 ｘ∈［０，２π］恒成立，则 ｓｉｎ（ａ ＋ ｂ）和 ｓｉｎ（ａ - ｂ）
分别等于（　 　 ） ．

Ａ． ２
２
， ２
２
　 　 　 　 Ｂ． ２

２
， - ２

２

Ｃ． - ２
２
， ２
２
　 　 　 Ｄ． - ２

２
， - ２

２
学生通过“两数相乘（除） 同号为正，异号为负”

的原理，借助函数图象分析，得出答案 Ｄ．
高考完后，笔者将题 １ 在高一学生中进行了操

练，也许是因为有了之前题 ２、题 ３的分析讲解，大部

分学生能用将这个三次函数分解成两个函数的方法

处理此题，并得出正确答案．笔者做了初步统计，全
教学班 ３０人，正确人数 ２２人，笔者认为高一的学生

能有这样的正确率还是不错的．
对于题 １、题 ２、题 ３，采用“两数相乘（除） 同号

为正，异号为负” 原理的解法似乎在浙江高考解题

中屡见不鲜．
题型 １　 已知“ ｆ（ｘ）·ｇ（ｘ） ＞ ０或 ｆ（ｘ）·ｇ（ｘ）

＜ ０” 求参数值．
题 ４　 （２０１２年浙江理 １７）设 ａ∈Ｒ，若 ｘ ＞ ０时

均有［（ａ - １）ｘ - １］（ｘ２ - ａｘ - １） ≥０，则ａ ＝ ．

图 ８

分析 　 当 ｘ ＞ ０时，此
三次函数要大于 ０ 恒成立，
将此三次函数看成一个一

次函数 ｆ（ｘ） ＝ （ａ - １）ｘ - １
与一个二次函数 ｇ（ｘ） ＝ ｘ２

- ａｘ - １的乘积，因为二次

函数值当 ｘ 趋向正无穷时

大于 ０，所以一次函数必单

调递增即 ａ ＞ １，可画图 ８，

且此一次函数图象必过图中点 Ａ，即 ｇ １
ａ - １

æ

è
ç

ö

ø
÷ ＝ ０，

代入运算
１
ａ - １

æ

è
ç

ö

ø
÷

２

- ａ
ａ - １

- １ ＝ ０，可得 ａ ＝ ３
２
．

此题通过判断函数值正负，根据“同正异负” 原

理，确定函数图象的唯一性，进而确定参数的大小．

题型 ２　 构造函数 ｆ（ｘ）·ｇ（ｘ） 或
ｆ（ｘ）
ｇ（ｘ）

判断其

与 ０的大小关系．
题 ５　 （２０１６年浙江文 ２０） 设函数 ｆ（ｘ） ＝ ｘ３ ＋

１
ｘ ＋ １

，ｘ∈ ［０，１］，证明：ｆ（ｘ） ≥ １ - ｘ ＋ ｘ２ ．

分析 　 要证此不等式可证 ｆ（ｘ） - （１ - ｘ ＋ ｘ２）

与 ０的大小关系，通过整理成
ｆ（ｘ）
ｇ（ｘ）

型，分子分母分别

与 ０比较大小．

证明 　 ｆ（ｘ） - （１ - ｘ ＋ ｘ２） ＝ ｘ３ ＋ １
ｘ ＋ １

- １ ＋ ｘ

- ｘ２ ＝ ｘ
３（１ ＋ ｘ） ＋ １ - （１ ＋ ｘ）（１ - ｘ ＋ ｘ２）

ｘ ＋ １
＝

ｘ３（１ ＋ ｘ） ＋ １ - （１ ＋ ｘ３）
ｘ ＋ １

＝ ｘ４

ｘ ＋ １
．

因为 ｘ∈［０，１］，所以 ｘ４≥０，ｘ ＋ １ ＞ ０， ｘ
４

ｘ ＋ １
≥

０，即 ｆ（ｘ） ≥ １ - ｘ ＋ ｘ２ 成立．
题 ６　 （２０１９年浙江２２）已知实数 ａ≠０，设函数

ｆ（ｘ） ＝ ａlｎｘ ＋ ｘ ＋ １ （ｘ ＞ ０）， 若对任意 ｘ ∈
１
ｅ２
， ＋ ∞é

ë
ê
ê

ö

ø
÷ 均有 ｆ（ｘ） ≤ ｘ

２ａ
，求 ａ的取值范围．

分析 　 在解题过程中需要判断函数 Ｐ（ｘ） ＝

２ ｘ ｘ ＋ １ - ２ ｘ - ｘ ＋ １
ｘ ｘ ＋ １

与 ０ 的大小关系，当直

接判断有困难时，可以用本文所提的“同正异负” 的

本质去分析．将 Ｐ（ｘ） 配凑成几个式子乘积或商的形

式，即 ｆ（ｘ）·ｇ（ｘ）或 ｆ（ｘ）
ｇ（ｘ）

型．因为根据对２ ｘ ｘ ＋ １

- ２ ｘ - ｘ ＋ １ ＝ ０试根，发现 ｘ ＝ １为此方程的一

个根，所以必含有 ｘ - １或 ｘ - １因式．这就为后续的

函数整理指明了方向．
２ ｘ ｘ ＋ １ - ２ ｘ - ｘ ＋ １

＝ ｘ ｘ ＋ １ - ２ｘ( ) ＋ ｘ ＋ １ ｘ - １( )

＝ ｘ （１ - ｘ）
ｘ ＋ １ - ２ｘ

＋ ｘ ＋ １ （ｘ - １）
ｘ ＋ １

＝ （ｘ - １） ｘ ＋ １ （ ｘ ＋ １ ＋ ２ ｘ） - ｘ （ ｘ ＋ １）
（ ｘ ＋ １）（ ｘ ＋ １ ＋ ２ｘ ）

＝ （ｘ - １）［１ ＋ ｘ （ ２ｘ ＋ ２ - １）］
（ ｘ ＋ １）（ ｘ ＋ １ ＋ ２ｘ ）

，

到了这一步，我们就可以用“同正异负” 的本质

去判断 Ｐ（ｘ） ≥ Ｐ １( ) ＝ ０，这个题的具体解法，这里

就不展开了．
再来看一个今年某校自主招生的压轴解答题，

“两数相乘（除）同号为正，异号为负”原理为解题指

明方向，以简驭繁．
题 ７　 （２０２０年中科大自主招生 １０） 已知函数

ｆ（ｘ） ＝ ｘ３ ＋ ａｘ２ - ｘ ＋ １ - ａ，若对 ∀ｘ ∈ ［ - １．１］，
ｆ（ｘ） ≥ ｘ 恒成立，求实数 ａ的取值范围．

分析 　 此题 ｆ（ｘ） ≥ ｘ 等价于 ｆ ２（ｘ） ≥ ｘ２，可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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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转化为［ ｆ（ｘ） - ｘ］［ ｆ（ｘ） ＋ ｘ］ ≥ ０，即本文中的

ｆ（ｘ）·ｇ（ｘ） 型，然后根据两数相乘“同正异负” 的本

质与 ０判断大小．
解 　 因为 ｆ（ｘ） ≥ ｘ 所以［ ｆ（ｘ） - ｘ］［ ｆ（ｘ） ＋

ｘ］ ≥０，即（ｘ３ ＋ ａｘ２ ＋ １ - ａ）（ｘ３ ＋ ａｘ２ - ２ｘ ＋ １ - ａ）
≥ ０在 ｘ∈ ［ - １，１］ 上恒成立．又有当 ｘ ＝ ０时式子

恒成立，下面考虑 ｘ∈ （ - １，０） ∪ （０，１） 的情况：
通过试根，可以将式子进一步整理，这是本题最

关键一步，分解为 ｆ（ｘ）·ｇ（ｘ） 型，可以更好地判断

整个式子与 ０的大小关系．

原式 ＝ ｘ２（ｘ - １）（ｘ ＋ １） ｘ ＋ １
- ａ
ｘ
＋ ａ ＋ １æ

è
ç

ö

ø
÷

ｘ - １
- ａ
ｘ̇
＋ ａ ＋ １æ

è
ç

ö

ø
÷ ＝

ｘ２ - ｘ ＋ １
ｘ - １

＋ ａæ

è
ç

ö

ø
÷·

ｘ２ ＋ ｘ - １
ｘ ＋ １

＋ ａæ

è
ç

ö

ø
÷ ，至此，再将原式看成 ａ 为主元的

函数．

因为 ｘ ∈ ［ - １，１］，所以
ｘ２ - ｘ ＋ １
ｘ - １

＝ ｘ - １ ＋

１
ｘ - １

＋ １∈ （ - ∞， - ３］；
ｘ２ ＋ ｘ - １
ｘ ＋ １

＝ ｘ ＋ １ ＋ １
ｘ ＋ １

- １ ∈ - ∞，
１
２

æ

è
ç

ù

û
úú ．

根据同正异负分析要原命题恒成立，

则
１
２
＋ ａ≤ ０，即 ａ≤- １

２
．

行文至此，笔者想说看题 １、题 ４两个高考原题，
都是考查三次函数恒成立的问题，虽解法众多，但笔

者想强调的是，出卷者为何如此给出这个函数的形

式：即都是一个二次函数与一个一次函数的乘积．似
乎这是出卷者的好意，有意让考生从两数相乘“同正

异负” 本质角度出发思考答题，我们不妨顺着这样

的“好意” 去思考．所以有了本文的解法一、二、三．
当然解 ２０２０ 高考第 ９ 题，笔者还有以下几种

解法．
解法 ４　 奇穿偶回

根据三次函数图象特点，本题函数图象为“一波

三折” 型［２］，若满足题意则只有以下两种情形：
如图９，满足题意需要 ａ，ｂ，２ａ ＋ ｂ三个数都小于０；
如图 １０，满足题意需要 ａ，ｂ，２ａ ＋ ｂ 三个数中有

一个小于 ０，两个大于 ０且相等．
接下来讨论若 ａ，ｂ大于 ０且相等，则 ２ａ ＋ ｂ也必

然大于 ０，不满足，舍去；
若 ｂ，２ａ ＋ ｂ大于 ０且相等，根据 ｂ ＝ ２ａ ＋ ｂ解得

ａ ＝ ０，根据题意 ａｂ≠ ０，不满足，舍去；
若 ａ，２ａ ＋ ｂ大于 ０且相等，根据 ａ ＝ ２ａ ＋ ｂ解得

ａ ＝ - ｂ，根据题意可得图１０，满足，此时 ｂ ＜ ０．综上所

述，根据选项可得 Ｃ为最佳答案．

图 ９　 　 　 　 　 　 　 　 　 图 １０

在前面“同号为正异号为负” 本质的基础上，笔
者先带领学生将二次函数的图象从本质出发进行分

析，然后到三次函数图象，虽然高一的学生没有接触

导数，不会判断函数的增减性，但学生可以根据零点

附近函数值的正负来判断图象的位置得出“奇穿偶

回” 图象画法．
解法 ５　 特值法

只需让 ａ，ｂ分别取大于 ０ 与小于 ０ 的值进行验

证即可，我们不妨设 ａ，ｂ∈ ｛ - １，１｝ ．
当 ａ ＝ ｂ ＝ - １时，ｆ（ｘ） ＝ （ｘ ＋ １）（ｘ ＋ １）（ｘ ＋ ３）

≥ ０，在 ｘ≥ ０一定成立；
当 ａ ＝ １，ｂ ＝ - １时，ｆ（ｘ） ＝ （ｘ - １） ２（ｘ ＋ １） ≥０，

在 ｘ≥ ０一定成立；
当 ａ ＝ - １，ｂ ＝ １时，ｆ（ｘ） ＝ （ｘ - １）（ｘ ＋ １） ２≥０，

在 ｘ≥ ０不一定成立．所以选 Ｃ．
解法 ６　 排除法

函数 ｆ（ｘ） ＝ （ｘ - ａ）（ｘ - ｂ）（ｘ - ２ａ - ｂ）有三个

零点 ａ，ｂ，２ａ ＋ ｂ且 ａｂ≠０，若 ａ ＝ ｂ ＞ ０，则 ２ａ ＋ ｂ ＝
３ａ ＞ ０，此时函数 ｆ（ｘ） ＝ （ｘ - ａ） ２（ｘ - ３ａ） 对于 ｘ≥
０，显然不成立，排除Ｂ、Ｄ．若 ａ ＝ ｂ ＜ ０时，对于 ｘ≥０，
ｆ（ｘ） ≥０恒成立，若 ａ ＝ １，ｂ ＝ - １则 ２ａ ＋ ｂ ＝ １，此时

函数 ｆ（ｘ） ＝ （ｘ - １） ２（ｘ ＋ １） 满足题意，排除 Ａ．所以

选 Ｃ．
解法 ７　 必要先行

取 ｘ ＝ ０，则根据题意要有 ａｂ·（２ａ ＋ ｂ） ≤ ０恒
成立，若 ａ ＞ ０，则要有原命题成立则需 ｂ（２ａ ＋ ｂ） ≤
０成立，则 ｂ ＜ ０，若 ａ ＜ ０，则要有原命题成立则需

ｂ（２ａ ＋ ｂ） ≥ ０，当 ｂ ＜ ０时，显然成立，所以选 Ｃ．
因为本文选择的角度是以简驭繁，笔者就不对

此题的其它解法进行一一赘述．基础数学的本质是

精简朴实的，它们的根源都是自然而富有直观的内

涵，高考题目也是如此［３］ ．
做完这几个题后笔者再进行反思，高次函数可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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囵
以用奇穿偶回来绘制函数图象，从新课标中的理解

运算对象，掌握运算法则［４］ 的要求出发，如何来理

解高次函数图象的“奇穿偶回” 呢？
回归奇穿偶回的本源，其本质就是“两数相乘

（除） 同号为正，异号为负”，对于本文中的题采用的

情形是 ｆ（ｘ） ＝ ｈ（ｘ）·ｇ（ｘ），ｘ１ 是函数 ｈ（ｘ） 的 ｎ１ 重
零点，ｘ２ 是函数 ｇ（ｘ） 的 ｎ２ 重零点，若 ｎ１ 是偶数，则
函数 ｆ（ｘ） 的图象在 ｘ１ 处呈现“回” 的现象，若 ｎ２ 是
奇数，则函数 ｆ（ｘ） 的图象在 ｘ２ 处呈现“穿” 的现象．
简言之，奇穿偶回的本源是初中阶段的 “同正异

负”，这个本源对于高一的学生而言是简单的，它是

学生认知高次函数图象的知识原点．学生通过这样

的回归原点，可以为后续探究“奇穿偶回” 绘制高次

函数图象，甚至其它数学知识的学习明晰方向，为更

高层次的数学学习提供保障．
现阶段学生很多数学学习是大量刷题，归纳题

型模式解题，不会从概念理解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教
师在教学中若都能回归知识的原点，帮助学生弄清

每个概念、知识和技能背后的原理，找准知识的本

源，把握数学的本质，就可以做到以简驭繁．经历了

这样的学习过程，学生在数学知识理解的准确性，理
解的深度、广度，应用的灵活性等方面都会有质的提

升；当然提升的还有具体问题分析的习惯．进而达到

数学教育所要求的有效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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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视角解析一道 ２０２０年高考数学客观性压轴题

四川省资阳市外国语实验学校　 　 ６４１３００　 　 蔡勇全

１　 试题再现与反馈

已知 ５５ ＜ ８４，１３４ ＜ ８５，设 ａ ＝ lｏｇ５３，ｂ ＝ lｏｇ８５，ｃ ＝
lｏｇ１３８，则（　 　 ） ．

Ａ．ａ ＜ ｂ ＜ ｃ　 　 Ｂ．ｂ ＜ ａ ＜ ｃ
Ｃ．ｂ ＜ ｃ ＜ ａ　 　 Ｄ．ｃ ＜ ａ ＜ ｂ
本题是 ２０２０年高考数学全国卷Ⅲ理科第 １２题，

属于客观性压轴题．当本次高考全面落下帷幕后，笔
者及时对所在地区的考生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大量考

生对于本题的基本反应集中于：题目的文字固然简

短，但基于试题所处的特殊位置及考场的氛围而引发

的应试心理状态，部分考生出现了临场思维受阻现

象，一时难以将个体认知结构中储备的各种“解题工

具” 进行有效提取，未能找到合适的比较与化归的突

破口，从而使得本题的准确解答率较低，不少考生只

能依靠连猜带蒙的方式胡乱选择一个答案，从而进一

步拉低了本题的得分率．
２　 多视角解析

视角 １　 将已知及隐含的四组不等关系、不等式

的性质、对数的运算性质相结合

一方面，易知３４ ＜ ５３，则 lｏｇ５３４ ＜ lｏｇ５５３，即４lｏｇ５３

＜ ３，所以 lｏｇ５３ ＜
３
４
，即 ａ ＜ ３

４
；又易知 ５４ ＞ ８３，则

lｏｇ８５４ ＞ lｏｇ８８３，即４lｏｇ８５ ＞ ３，所以 lｏｇ８５ ＞
３
４
，即 ｂ ＞

３
４
，从而 ａ ＜ ｂ．

另一方面，因为 ５５ ＜ ８４，所以 lｏｇ８５５ ＜ lｏｇ８８４，即

５lｏｇ８５ ＜ ４，则 lｏｇ８５ ＜
４
５
，即 ｂ ＜ ４

５
；又因为１３４ ＜ ８５，

所以 lｏｇ１３１３４ ＜ lｏｇ１３８５，即 ４ ＜ ５lｏｇ１３８，则
４
５
＜ lｏｇ１３８，

即 ｃ ＞ ４
５
，从而 ｂ ＜ ｃ．

综上所述，ａ ＜ ｂ ＜ ｃ，故选 Ａ．
评注 　 视角 １在判断 ａ与 ｂ的大小以及 ｂ与 ｃ的

大小的过程中，总体上都用到了不等式的传递性，而

在局部判断 ａ，ｂ与 ３
４

以及 ｂ，ｃ与 ４
５

的大小关系时，则

牢牢地抓住了对数的运算性质以及对数函数的单调

性．此外，在判断 ａ，ｂ 与 ３
４

的大小关系时，恰到好处地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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