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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阅卷支招 ，启示复习备考
· 吉林省白城市第一中学  李铁平

在历年高考结束之后 ，都会组织对应的高考阅

卷 ．高考阅卷老师在评卷之前先进行系统的培训 ，明

确所评题目对应答案的评分细则 ，往往还要进行半天

时间的试评 ，然后反馈 、总结 ，寻找问题 ，不断改进 ．而

在正式阅卷中 ，阅卷老师都要严格按照相关题目的评

分细则阅卷 ，只要是评分细则认可的就给分 ，坚持“给

分有理 ，扣分有据” 的原则 ，同时结合“见点得分”“踩

点得分” ，合理寻找得分点 ，解答前后 、上下不受牵连 ．

下面结合数学高考阅卷的实际情况 ，从高考阅卷的角

度来启示与指导高考复习备考 ．

一 、落实学生“四基” ，注重通性通法

在高考数学试卷中 ，往往基础题 、中档题占 ８０％

以上 ，如果学生得分不高 ，那么他不是由于难题不会

做导致的 ，更多地是没有充分把握好中等难度的题

目 ．抓基础 ，抓落实 ，抓熟练 ，是高三高考复习备考的

基本要求 ．在复习备考过程中 ，不要好高骛远 ，切忌

“高起点 、高强度 、高要求” ，因为基础题 、中档题通过

训练是可以拿足分数的 ，而压轴题通过训练往往不一

定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只有熟做基础题 ，稳做中档题 ，

才能冲击压轴题 ．

二 、规范答题训练 ，提高拿分能力

在高考答题中 ，经常会出现“会而不对”“对而不

全”等现象 ，这既是数学基础问题 ，也是答题规范问题 ．

在高考复习备考过程中 ，必须注意引导学生“规

范”答题 ：① 思路规范 ——— 常规题型要很快找到最优

解答思路与方法 ．② 运算规范 ——— 高考数学历来重

视运算能力 ，虽然近年试题计算量略有降低 ，但并未

削弱对运算能力的要求 ．运算要熟练 、准确 、简捷 、迅

速 ，代数运算要与逻辑推理相结合 ，掌握必要的运算

技巧 ，力求一次成功 ．③ 表达规范 ——— 在以中低档题

为主体的高考中 ，获得正确的思路相对容易 ，如何准

确而规范地表达就显得尤为重要 ．

数列是高考解答题中的一大基础题目 ，结合对应

的高考题以及对应的步骤要求 、规范解答 、阅卷细则

加以展示 ．

命题分析 ：主要考查等差数列 、等比数列的基本

量和简单的通项及求和问题 ．

典例 1  （２０２０ ·全国卷 Ⅰ ）设｛an｝是公比不为 １

的等比数列 ，a１ 为 a２ ，a３ 的等差中项 ．

（１）求｛an｝的公比 ；

（２）若 a１ ＝ １ ，求数列｛nan｝的前 n项和 ．

步骤要点 ：

（１）根据等比数列中 ，a１ 为 a２ ，a３ 的等差中项列
式子求解公比 q ．

（２）利用错位相减法求和即可 ．

规范解答 ：

（１）设｛an｝的公比为 q ．因为 a１ 为 a２ ，a３ 的等差中
项 ，所以２a１ ＝ a２ ＋ a３ ，a１ ≠ ０ ，所以 q２ ＋ q －２ ＝ ０ ，（２分）

因为 q ≠ １ ，所以 q ＝ － ２ ．（４分）

（２）设 ｛nan｝ 的前 n 项和为 Sn ，a１ ＝ １ ，an ＝

（－ ２）
n －１

，（５分）

S n ＝ １ × １ ＋ ２ × （ － ２） ＋ ３ × （ － ２）
２

＋ ⋯ ＋

n（－ ２）
n －１

， ①

－ ２ Sn ＝ １ × （－ ２） ＋ ２ × （－ ２）
２

＋ ３ × （－ ２）
３

＋ ⋯

＋ （n － １）（－ ２）
n －１

＋ n（－ ２）
n
． ② （７分）

① － ② ，得 ３ Sn ＝ １ ＋ （ － ２） ＋ （ － ２）
２

＋ ⋯ ＋

（－ ２）
n －１

－ n（ － ２）
n

＝
１ － （－ ２）

n

１ － （－ ２）
－ n（ － ２）

n
＝

１ － （１ ＋ ３n）（－ ２）
n

３
，（１０分）

所以 Sn ＝ １ － （１ ＋ ３n）（－ ２）
n

９
，n ∈ N倡

．（１２分）

阅卷细则 ：

（１）列出关于 q的方程即得 ２分 ；

（２）没有指明 q ≠ １的扣 １分 ；

（３）正确写出 S n 即得 １分 ；

（４）错位相减第一个等号计算正确即得 ２分 ；

（５）最后结果写成通分形式不扣分 ．

我们不仅要在平时的课堂上常给学生板演示范 ，

更要严格要求学生在日常的作业 、练习 、考试中做到

规范答题（定时练 ——— 作业考试化 ：练规范 ，练速度 ，

练准确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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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引导合理得分 ，明确关键步骤

高考数学解答题阅卷是“踩得分点” ，如果没有过
程或跳步严重等 ，虽然答案对了 ，但你没“踩到得分
点” ，仍会被扣分 ．

所以平时的复习中要引导学生明确题目的得分
点 ，知道哪些步骤可省 ，哪些不可省 ，做到步骤清晰整
洁 、结论醒目突出 、过程简明扼要 ．不会做的题不能空
着 ，也要按步得分 、踩点得分 、顽强得分 ．

立体几何解答题是高考解答题的中等难度题目 ，

也是一般学生得分的分水岭 ．对应问题的步骤要求 、

规范解答 、阅卷细则如下 ．

命题分析 ：主要考查线面平行 、垂直的证明以及

图 １

空间角的计算 、最值等 ．

典例 2  （２０２０ · 新高考全国

卷 Ⅰ ）如图 １ ，四棱锥 P － ABCD
的底面为正方形 ，PD ⊥ 底面
ABCD ．设平面 PAD 与平面 PBC
的交线为 l ．

（１）证明 ：l ⊥ 平面 PDC ；

（２）已知 PD ＝ AD ＝ １ ，Q为 l上的点 ，求 PB与平
面 QCD所成角的正弦值的最大值 ．

步骤要点 ：

（１）找垂直 ：通过证明垂直关系寻找（或作出）具
有公共交点的三条两两互相垂直的直线 ．

（２）写坐标 ：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 ，写（或设）点的

坐标 ，求直线的方向向量以及平面的法向量 ．

（３）求关系 ：根据已知条件计算夹角或寻找关系 ．

（４）得结论 ：根据计算结果得到题目结论 ．

规范解答 ：

解 ：（１）证明 ：在正方形 ABCD中 ，A D ∥ BC ．

因为 AD 锄 平面 PBC ，BC 炒 平面 PBC ，所以 AD
∥ 平面 PBC ．

又因为 A D 炒 平面 PAD ，平面 PA D ∩ 平面 PBC
＝ l ，所以 A D ∥ l ．（３分）

因为在四棱锥 P － ABCD中 ，底面 ABCD是正方
形 ，所以 A D ⊥ DC ，所以 l ⊥ DC ，且 PD ⊥ 平面

图 ２

ABCD ，所以 AD ⊥ PD ，所
以 l ⊥ PD ．

因为 CD ∩ PD ＝ D ，所
以 l ⊥ 平面 PDC ．（５分）

（２）如图 ２ ，建立空间直

角坐标系 D － x yz ．
因为 PD ＝ A D ＝ １ ，则有

D（０ ，０ ，０） ，C（０ ，１ ，０） ，A （１ ，

０ ，０） ，P（０ ，０ ，１） ，B（１ ，１ ，０） ．（７分）

设 Q（m ，０ ，１） ，则有 DC →＝ （０ ，１ ，０） ，DQ →＝ （m ，０ ，

１） ，PB →＝ （１ ，１ ，－ １） ．

设平面 QCD的法向量为 n ＝ （x ，y ，z ） ，

则
DC →· n ＝ ０ ，

DQ →· n ＝ ０ ，
即
y ＝ ０ ，

mx ＋ z ＝ ０ ．

令 x ＝ １ ，则 z ＝ － m ，所以平面 QCD的一个法向
量为 n ＝ （１ ，０ ，－ m） ，（９分）

则 cos<n ，PB →> ＝
n· PB →

n PB →
＝

１ ＋ ０ ＋ m
３ × m２

＋ １
．（１０分）

根据直线的方向向量与平面法向量所成角的余
弦值的绝对值即为直线与平面所成角的正弦值 ，所以
直线 PB与平面 QCD所成角的正弦值等于

cos<n ，PB →> ＝
１ ＋ m

３ × m２

＋ １

＝
３

３
×

１ ＋ ２m ＋ m２

m２

＋ １
＝

３

３
× １ ＋

２m
m２

＋ １

≤
３

３
× １ ＋

２ m
m２

＋ １
≤

３

３
× １ ＋ １ ＝

６

３
，当且

仅当 m ＝ １时取等号 ．

所以直线 PB与平面 QCD 所成角的正弦值的最

大值为
６

３
．（１２分）

阅卷细则 ：

（１）证明平行 、垂直关系条件不严谨扣 １分 ；

（２）正确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得 １分 ；

（３）指明直线与平面所成角的正弦值等于

cos<n ，PB →> ，没有正确求得最值得 １分 ；

（４）其他方法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计算正确同样
给分 ．

在例 １中 ，列出关于 q的方程即得 ２分 ，正确写出
S n即得１分 ，错位相减第一个等号计算正确即得２分 ．

而在以上例 ２中 ，正确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得 １分等 ．

四 、加强审题能力 ，提升心理素质

新高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 ：应用题增多了 （包
括数学文化 、数学应用等） ，创新题变活了 ，阅读量增
大了 ，这对学生的审题能力与阅读理解能力的要求就
更高了 ．

在高考复习备考过程中 ，合理借助高考阅卷中相
应的评分原则与评分细则 ，有效落实学生数学的“四
基” ，合理强化规范答题 ，引导学生合理得分 ，加强审
题能力与阅读理解能力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 ，通过体
系化的复习 ，不断注重通性通法的应用 ，提高数学得
分能力 ，明确不同题目的关键步骤 ，提升学生的心理
素质 ，更加科学合理 、全面发展地进行复习备考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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