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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标要求

2017年版课标对数列的要求：通过实际案例，了解

数列的概念和表示方法(列表、图象、通项公式)，了解

数列是一种特殊的函数，理解等差(Icl：)数列的概念和

通项公式的意义；探索并掌握等差(比)数列的前咒项

和公式，并理解通项公式与求和公式的关系；在实际情

境中辨别出等差(Icl：)数列，并解决问题；体会等差数列

与一元一次函数、等比数列与指数型函数之问的关系．

二、试题展现

(一)数列基本量

等差(比)数列包含五个基本量a，，d。，d(q)，咒，

S。，在解题时常用列方程组或待定系数法得到关键量

——以。，d(q)，进而求解其他未知量．其次，认真审题，

了解题目需要求解的具体基本量，仔细观察与分析量

与量之问的联系，灵活运用数列的性质与定理，从而

进行简便运算．

例1(2017年全国卷工，理4)记S。为等差数列

{a。)的前咒项和．如果Ⅱ。+a；=24，S。=48，那么{口。)

的公差为( )．

A．1 B．2 C．4 D．8

(二)数列通项

1．公式法

等差(比)数列的通项公式{a。)通常由首项a，与

公差d(公比q)决定，那么根据题意中两个已知条件

列方程组即可求得基本量，从而得到通项．其次，需要

牢记数列通项公式：等差数列对应a。za。+(咒一1)d，

等比数列对应a。za。q”1．

例2(2019年全国卷工，理9)记S。为等差数列

{a。)的前咒项和．已知S。一0，a。一5，则( )．

A．a。一2n一5 B．a。一3n一10

C．S。一2n2—8n D．S。一÷咒2—2n

2．分类讨论法

分类讨论法即前咒项和法，在解决该类题型时，

利用以。与s。之间的关系：以。一Sl,n=l,，咒≥2．

命题
考试

根据已知条件计算、化简，进而求出通项公式

{a。)，最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将咒一1与”≥2

两种情况进行合并．

例3(2021年全国卷Ⅱ，理19)记S。为数列

{a。)的前孢项和，b。为数列(S。)的前咒项积，已知÷

__三一9
b。

“。

(1)证明：数列{b。)是等差数列；

(2)求(a。)的通项公式．

(三)数列求和

1．公式法

等差数列的前扎项和公式为S。一坠竺毒兰卫或

s。一僦，+丛掣，在解题时需要根据已知条件选
择合适的公式．若已知首项、末项与项数，则选择前

者，若已知首项、公差与项数，则选择后者；其次，等比

f72以1，q一1，

数列的前咒项和公式为s”一1生掣，q≠1．
在解题时注意需要对q进行分类讨论．

2．裂项相消法

裂项相消法通常将数列中的某一项拆分成作差

的两项，在进行运算时，将大多数互为相反数的项抵

消，剩下首尾相对应的一些项，从而进行化简，大大地

减少运算量．使用该方法求和时，应留意在运算时哪

些项被消掉、哪些项被保留，切不可以漏掉未被消去

的项．其中，高考真题中大多考查通项为分式的情形，

以下便是常见的裂项公式：

㈤而‰一引1 i1一而1)；
c2，面二‰一虿1(击一熹)；(3)丽1 一_i1 uF／而] 一万再而1 历)]

一i1 E(1--击)一(击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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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og，(1+二)一l。g。(”+1) l。g∥7．
、 ，f，

例4(2017年全国卷Ⅱ，理15)等差数列{a。)的

前”项和为s。＆。 3，S． 10，则∑÷一——．
女l u☆

3．错位相减法

如果存在一个数列{‰60，其中{‰)是公差为d

的等差数列，{b，，)是公比为q(q≠1)的等比数列．针

对这类题目，通用方法：

设S。一“lbl+“2b 2+⋯+“⋯b，，(*)

那么秘。一“lb2+“2b。+⋯+‰lb。+‰b计1．(**)

(*)一(**)，得(1一q)5。一以1bl+d(62+6 3+⋯

+b。) ‰b，，，进而两边相除1 q，便能得到所需的和．

例5(2020年全国卷I，理17)设{‰}是q不为

l的等比数列，其中“。是“：，“。的等差中项．

(1)求{‰)的公比；

(2)若n，一1，求数列{姐‰)的前，z项和．

4．分组求和法

根据数列通项的特点，将数列分成若干个能独立

求和的数列分别求和．

(四)数列综合题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高考数学试题越来越

注重数学学科的六大核心素养．针对数列这一知识

点，它的试题特点在数列与其他知识点的融合上得以

体现．数列既可以考查简单的公式、性质的运用，同时

也可以和数学文化、二次函数、不等式等相结合，大大

提高试题的难度，综合考查考生各方面的能力．

1．数列与数学文化

例6(2020年全国卷Ⅱ，

理4)北京天坛的圜丘坛为古代

祭天的场所，分上中下i层．上

层中心有一块圆形石板(称为天

心石)，环绕天心石砌9块扇面

形石板构成第一环，向外每环依

次增加9块．下一层的第一环比 图1

上一层的最后一环多9块，向外每环依次也增加9块．

已知每层环数相同，且下层比中层多729块，则i层共

有扇面形石板(不含天心石)( )．

A．3699块B．3474块C．3402块D．3339块

2．数列与二次函数

例7(2018年全国卷Ⅱ，文17)记5，，为等差数

列{‰)的前”项和，已知出，一7，S。一 15．

(1)求{‰)的通项公式；

20中’7擞-7高中

(2)求S。并求S，，的最小值．

3．数列与不等式

例8(2019年全国卷T，文18)记S。为等差数

列{‰)的前”项和．已知S。一一“。．

(1)若以。一4，求{‰)的通项公式；

(2)若(z，>0，求使S。≥‰的n的取值范围．

三、分析总结

本文分别收录了30套全国高考数学试卷，包含

2017 2020年新课标卷(分文理)24套，2021年新高考

工卷、Ⅱ卷、全国甲乙卷(分文理)6套．

总览这30套试卷，其考查的知识点充分体现新课

标对高中生“四基”培养的重视．它不仅注重知识和方

法的基础性，即数列的概念、性质、基本量的运算以及

多种不同的求和方法，同时也注重考查高中生综合运

用、举一反三的能力，即数列与其他知识点相结合的

综合题．

(1)自2017年的新课标卷开始，数列每年的考查

形式较为固定，大多为i种情况：①两个客观题，分值

占10分；②一个解答题，分值占12分；③一个简答题、

一个客观题，分值占17分，考查题型大多为前两种，偶

尔也考查过三道题，如2019年的新课标工卷(理)．因

此全国高考卷对数列知识点的考查分值总和大多在

10一12分，占整张试卷的6％一8％，2021年新高考全

国卷亦是如此，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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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题的题号位置通常在前8题以内，考查

的内容大多为等差(比)数列的概念、性质、通项公式

与求和，难度不大，运用基本的公式便能较快解决问

题，这充分体现出考纲对该部分知识能力的要求层次

一一掌握．

(3)解答题的题号位置通常在第17题，即大题的

第1题，这意味着题目难度不高，考生容易拿分．其考

查内容大多为：第(1)问求数列的通项公式，第(2)问

利户日裂项相消法、错位相减法等方法对数列进行求

和．唯一特殊的就是2019年新课标工卷(理)解答题

第21题，它把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列与递推数列

结合在一起考查，综合性、创新性较强，考生对该命题

不适应，从而不能正确作答．

(4)数列的考查难度有难有易，既可以放在选择

题前8题内，填空题前2题内或解答题第1题，注重数

列的基础知识点．同时，数列也可以与函数、不等式、

概率等进行结合，放在选择题、填空题最后一题压轴

考查，使试卷难度增大．

四、全国高考数列试题考情预测

2021年八个省市举行首次“3+1-I 2”新高考模

式，所以新高考卷的考查题型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是

针对数列这一考点，考查题型、考查知识点、考查分值

并未出现明显变化，仍比较基础，主要考查数列的相

关基础概念与应用，未出现数列与其他知识点相结合

的综合题．因此，本文综合以上汇总分析，对未来的高

考数列试题进行一些初步推测：

(1)数列的概念、性质、通项公式与前姐项和公式

的基本运用与计算，难度较小，十分基础．

(2)数列解答题考查形式通常为：第(1)问求数列

的通项公式，第(2)问利用裂项相消法、错位相减法等

方法对数列进行求和或是与数列概念、性质相关的简

单证明．

(3)数列与数学文化、二次函数、不等式等其他知

识点相结合的综合题，难度较大、创新性较强．

五、复习建议

1．注重数列概念的引入与形成

教师在讲授数列的概念时，可以先介绍一下数列

的发展史，以故事或情境的形式导人，使学生对数列

知识产生较大的兴趣，同时引入与数学文化相关的高

考数列题，使学生迅速明白数列概念的重要性，并从

思想上有较高的意识．此外，学习概念要能够掌握它

的本质属性，即数列本质上就是定义在正整数集上的

离散的函数，因此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将两者结

合起来一同讲解，使学生理解更加深刻．

2．注重数列公式、性质的推导

数学公式、性质反映数学对象与数学概念之间的

关系，这些关系一部分可以直接观察分析或者计算测

量得来，另一部分则需要理论推导．在数列这一章中，

等差(比)数列的‰与S，，都是推导得来的．综合分析

目前的高考数列题，它的题型越来越灵活，常常与其

他知识点综合一起考查，虽然题目实际难度不大，但

是由于经过层层包装，学生很难窥探其根本，因此学

生十分有必要掌握公式的推导过程，知其所以然．

3．强化基本运算，总结解题方法

数列的学习避免不了有大量的计算，为了减少学

生由于计算错误而失分，教师应该做好带头作用，在

教学时注意培养学生认真审题的良好习惯，在计算时

注意每一个步骤的准确性．同时，也不可忽视数列试

题所涉及到的运算技巧．在大量的习题练习后，教师

可以通过白行传授或课堂上交流讨论的方式，让学生

逐渐掌握运算技巧，并有效地运用到试题中．

4．以函数的观点看数列，体会数学的整体-陛

由于数列是特殊的函数，所以在数列这一章学习

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将数列纳人到函数这一

大的体系巾，将两者结合一并理解．例如，数列的通项

公式对应雨数解析式，数列的规律性对应函数变量之

间的关系．如此一来，利用函数的观点去学习数列，学

生不仅可以从多个角度认识与理解数列的相关知识，

而且也加深对函数的概念与思想方法的领悟，认识到

数学是一个整体，体会到数学的魅力与有趣．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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