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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会赏会编更会创
——高中数学试题命制的心得体会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范世祥 (邮编：215400)

合肥市五十中学东校 王胜 (邮编：230011)

一道高质量的数学题，在课堂教学中可以

很好地诠释它蕴涵的知识点，在学情检测中可

以很好地体现它的考查价值，在教学评价中可

以很好地提供它的科学依据．会解题者常有，

但善于命题的不多见．命制一道高质量的数学

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命题人不断地学

习，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数学素养，同时在平时要

比其他人更要注意身边的各种事物，还要有较

强的灵感．

笔者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非常注重数学试

题的命制研究，有幸参与了多次省级、市级的命

题工作，从解题到命题，一路走来，也积累了一定

的命题经验，本文梳理了笔者近年来命题的心

得体会，与同行们交流．

1赏析：命题手法

高考真题凝聚了众多教育教学研究专家的
心智，在命题初期，不断地赏析和解读高考真题

的命制手法非常有必要，从高考真题中感悟命题

招术，然后从中借鉴、模仿．

案例1

题卜1(2011年高考数学新课标全国1卷理

科第16题)在△ABC中，B一60。，AC一、／3，则

AB+2BC的最大值为 ．

题1—2(2014年高考数学新课标全国1卷理

科第16题)已知口一2，且(2+6)(sinA—

sinB)一(c一6)sin C，则△ABC面积的最大值

为——．
赏析以上两道高考题均是解三角形中一类

经典问题的改编，该经典问题就是已知三角形的一

边及其对角，求该三角形的周长和面积的最大值．

此类问题解法多样，考查解三角形中的基础知识和

基本技能，高考命题专家就是从这样一类经典题出

发，稍作改编，命制出非常漂亮的高考题，而且真正

起到了教学评价的作用．题1—1，将周长改变为

2口+f，将口的系数调整为2，体现了很高的命题智

慧，如果考查口+c的最大值，很多同学可能直接猜

测等边三角形时取得最大值，这样就失去了考查的

价值．题1—2，首先将A=姜用(口+6)(sinA—

sinB)一(c一6)sinC隐藏，感觉这样还不够隐蔽，

继续将此式中的口用常数2隐藏．

以上两例让我们领略这种将同义词进行等

价替换，将代数式稍作变形、调整系数等命题手

法，还可以将此类问题改编成一道纯代数不等式

问题：已知实数z>0，_y>0，且z2+．y2一删一1，

求z+2y的取值范围．将z，y分别看成△ABC

的两边口、6，且c一1，由z2十y2一划一l，得

口2+62一口6=f2，由余弦定理，得cos C一

尘等一丢，所以c一号． 此时问题转化

为：在△ABc中，已知f一1，c一芸，求口+26的

取值范围．容易求得n+26∈(1，竺婴]．设问
变为“取值范围”又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

2改编：命题途径

2．1从课堂教学中来

一线教师经常有这种感觉，在课堂教学中，

与学生交流中，批阅作业中，经常会灵光一现，对

试题的改编有一种非常好的想法，需要我们及时

记录，否则这种灵感稍纵即逝．

案例2

题2—1已知平面向量n，6，⋯一1，引一2，口·

6—1．若P为平面单位向量，则I口·P1+16·eI的最

大值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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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2—2已知向量口，6，H=1，川=2，若对任

意单位向量P，均有I口·PI+16·Pl≤、／6，则口·6的

最大值是 ．

在教学平面向量数量积运算律时，教科书就

分配律给出了详细证明，向量投影在证明过程中

起到了关键作用．教学中，关于运算律(口十∽·

c=口·c+6·c的证明，通过构造图形，帮助学生直

观认识投影向量间的关系，受到公式定理证明的

启发，我们可以改编以上试题供同学们训练，这样

可以起到很好的价值导向，既要关注问题的本质，

也要引导同学们重视公式定理的生长生成过程．

2．2从解题活动中来

在解题中学习命题，将解题活动比作人宝

山，所以我们不能“人宝山而空返”，总要从解题

中汲取营养，获取命题的灵感和素材．理解问题

本质，解得透彻，编得就轻松．

案例3

(2013年高考数学新课标全国1卷理科第12

题)设△A。B。C。的三边长分别为口。、6。、c。，

△A。B。C。的面积为S。，，z=1，2，3，⋯．若6。>

cl， 61+c1=2口l， 口。+1=以。， 6。+1=兰_竽 ，

厶

“，=堕≯，则()
厶

A．{s。}为递减数列

B．{s。}为递增数列

c．{s。。一。}为递增数列，{s。。}为递减数列

D．{s。。一，}为递减数列，{s。。}为递增数列
本题巧妙地将解三角形、数列、解析几何的

相关知识结合在一起，试题颇具创意，但若宥于

数列通项公式的求解以及试题背景的识破，则很

难形成有效的解题思路．为此，笔者设计以下两

个问题来进行深入剖析，挖掘该试题命制背后的

故事．

(1)已知6l>c1，61+c1—2口1，口。+1一日。，

6川一!≥，‰。一堕≯，求数歹¨{6。+。。}D。+1 2—F，c。+1 2—F，水烈岁u 1 Dn十fn}

的通项公式；求数列{6。一f。}的通项公式．

(2)设△A。B。C。(咒∈N+)内角A。B。、C。所

对的边长分别为口。、6。、c。，若6。+f。一2口1，n。一

口，，则动点A。的轨迹是什么?

本题一旦识破点A。在以B。、C。为焦点的椭

圆上运动，而且随着挖的增大，动点A。越来越靠

近椭圆短轴的端点，从而{s。}为递增数列．正如

数学家华罗庚所说：解题即转化，如果能从数列

中跳出来，转化为椭圆的性质的应用，解法灵动

了，问题变得简单了．找到题中不一样背景，移

步换形，就会有新的认识，就会有突破，正如身在

庐山之中，只能看到它的一峰一岭一丘一壑，识

破问题的背景，解法自然触及本质，视野就不再

受到局限，解题也不拘泥了，由此可以炮制出很

多改编题，比如：设△A。B。C。(咒∈N+)内角

A。、B。、C。所对的边长分别为盘。、6。、c。，若6。>

‰”铲2‰一‰“。一半，
c。+。一旦{兰，则么A。的最大值是——．

2．3从现实生活中来

新高考命题非常注重现实情境试题的命制，

试题取材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对象，考查学生运

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生活中处处有数

学，用数学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世界，就会捕捉到

许多鲜活有趣的素材．

案例4

祖啮是我国南北朝

时代的伟大科学家，在

数学上有突出贡献，他

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

体积计算原理(祖咂原

理)：“幂势既同，则积不

D

C

容异．”利用祖瞧原理将半球的体积转化为一个

圆柱与一个圆锥的体积之差，从而得出球的体积

计算公式．如图是一种“四脚帐篷”的示意图，用

任意平行于帐篷底面ABCD的平面截帐篷，得截

面四边形为正方形，平面AoC和平面BOD均垂

直于平面ABCD，曲线AoC和BoD均为半径为

1的半圆．模仿上述球的体积计算方法，可得该

帐篷的体积为( )
n ^ 一 。一

A．詈 B．姜 c．要 D．等
o o o o

本题素材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四脚帐篷”，

为了计算一个不规则几何体的体积，借助祖咂原

理，模仿球的体积公式推导方法，构造相应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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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体，从而得到该帐篷的体积．取材于生活，回

归于课本．

3原创：命制流程

原创一道试题一般要经历如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聚焦专题，积累素材；第二步，拟定初稿；

第三步，精细打磨．

比如我们要命题一道原创的统计概率解答

题，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聚焦统计概率专题，收

集近年来的所有高考真题和部分模拟试题，从中

找到命题的规律，主要考查哪些知识点和如何进

行考查，然后初步拟定原创题打算考查的知识

点，形成试题初稿，最后再精装修，进行适当的包

装，试题语言的锤炼等．

案例5某公司现有30种产品，为确定下一

年度投资策略提供决

策依据，需了解年研

发经费和年宣传经费

对年销售额的影响．

甲、乙两位研究员分

别从该公司独立、随

机地选取10种产品的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在此次调研

中，求该公司产品A被甲研究员或乙研究员选中

的概率； t

(2)甲研究员对选取的10种产品的年研发经

费z：(单位：万元)和年销售额y：(f一1，2，⋯，10)

(单位：十万元)数据作了初步处理，得到下面的

散点图及一些统计量的值

lO 10 10 10 lO

∑z， ∑y， ∑(z。一3)2 ∑(z。一3)4 ∑(z：一3)2yz
z=l f一1

65 75 205 8773 2016

根据散点图拟定．y关于z的回归方程为歹一

6(z一3)2+a．求a，6的值(结果精确到O．1)，

预测某产品的年研发经费为13万元时，年销售额

是多少?

(3)记x表示该公司被甲研究员或乙研究员

选中的产品个数，求使P(X一尼)取得最大值的

整数尼．

附对于一组数据(副，，甜。)，(口：，扰。)，⋯，(口。，“。)，

其回归直线乱一口+肋的斜率和截距的最小二乘

>l(口，一百)(“，一历)

估计分别为p一生L_『————一，a一面一卢百．
y(口：一百)2
笛

本题是统计概率的综合题，考查的知识点主

要是独立事件的概率计算，成对数据相关性的回

归分析，而且需要考生从非线性回归变换到线性

回归，最后通过组合数的计算求出概率的单调性

情况，进而得到概率取得最大值时的自变量值．

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原创一道好题需要综

合考虑诸多因素，根据不同的题型要求，我们要

关注试题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有效性．见贤思

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下面提供几个原创试题不

太成功的案例，供自省之用．

案例6右图是函数

y—sin(叫z+P)的部分

图象，则sin(∞z+p)一

A．sin(z+罢)
．)

B．sin(昙一趾)

，J

：
／一、

＼ ／～
D

；＼房1
＼／

c．cos(2z+昙) D．cos(娑一2z)
0 0

本题是2020年新高考全国1卷的一道多选

题，鉴于多选题的特点，本题其实只要看选项就

可以断定选BC．因为只有选项A的周期是2丌，

所以排除A，再根据诱导公式的知识可知BC是

等价的，而且与D不等价，故只能选BC．

多选题作为新高考卷中的新题型，试题的命

制、选项的设置等都需要仔细打磨，命制一道高

质量的多选题并非易事．

案例7

7—1在△ABC中，角A，B，C所对的边分

I)一

别为口，6，f，已知口一1，A一芸．求6+3f的
。

最大值；

7—2如图，截面与

圆锥侧面相交所得的封

闭曲线为椭圆，AB为圆

锥底面的一条直径，P为

顶点．若AB一2，PA一

3，则过点A的截面椭圆．

周长的最小值为

P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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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考填空压轴题的新趋势——两问填空题

安徽省南陵县城东实验学校 邹守文 (邮编：241300)

摘要通过对2020年和2021年安徽中考数学真题和2021年模拟题的分析，剖析了两问填空压

轴题的特点，阐述了基于考查内容和试题结构对两问填空题进行了分类，从而预计此类填空题可以作

为安徽填空压轴题的新趋势，并给出教学建议．

关键词填空压轴题；两问填空题；新趋势

在安徽省中考数学试卷中有4道填空题，每

题5分，其中前三题比较基础，考查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但第14题作为填空题的压轴题，承载了

一定的区分功能，所以颇受教师和学生的关注，

2020年和2021年第14题均以两问填空题的形式

呈现，具有很好的社会反响，预计会成为以后中

考命题的趋势．

1试题特点

虽然这种题型只出现两次，在深入分析这两

年中考真题，和通过对2021年相关模拟试题的分

析，归纳出此类试题的一般特点：

1．1 小巧灵动

两问填空题，顾名思义是在一道填空题中设

置两个问题，和解答题不同的是，这两个问题，可

A．2、／3

，、 8、／2乙·—_
．)

B．3、／3

D．6

这两道试题均是由经典问题改编而得，咋一

看还挺不错，细思后发现都是错题．真可谓：改

编有风险，命题需谨慎．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命制一道高质量试

题并非易事，稍有不慎，命制的试题就出问题．

命题是一次由内而外的工作，编题的过程不仅仅

是一个解题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将解题引向深入

的研究过程．因此，编拟数学试题需要深厚的数

学功底，良好的思维品质，这就需要我们命题人

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数学素养，同时

在平时要比其他人更要注意身边的各种事物和

以是独立的小问题，也可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

面，不论这两个问题的关系怎么样，都特别小，可

以是两个问题的地位相同，也可以是地位不同

的，但都体现一个“小”字，虽然问题“小”，但其中

的思维含量不一定都小，有的是一个问题容易，

另一个问题有一定的思维含量，但都显得特别灵

活，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1．2 考查适度

以前的填空压轴题，有的是以多选的形式出

现，可以绕开相应的选项，只需排除其中的错误

选项，就能得到正确答案，有一定的投机性；有时

又以多解填空题的形式出现，既要考查思维的充

分性，又要考查思维的完备性，对学生来说，难度

太大，区分度差，会出现形同虚设的情况．两问填

细节，养成随时记录的习惯，养成批判性的思维．

赏析高考真题的命题手法，感悟拼凑法、迁

移法、重组法等命题招术；注重在平时的教育教

学活动中改编试题，在课堂教学中、在解题活动

中、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获取命题素材；收素材、拟

初稿、精加工是原创一道试题需要经历的三步

曲．总之，命题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一直在路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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