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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新高考I卷数学应用能力的考查+

广东省广州市第九十七中学 (510288) 徐进勇 叶玉茵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提

出，要“强调数学与生活以及其他学科的联系，提升

学生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引导学

生感悟数学的科学价值、应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

美价值”．《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中指出，高考评价体

系主要由“一核”“四层”“四翼”三部分内容组成．

其中“四翼”为考查要求，即“基础性、综合性、应用

性、创新性”，是素质教育的评价维度在高考中的体

现．素质教育培养出的合格人才应该能够学以致

用，能够探索并解决日常生活、学术科研、国家发展

乃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具备良好的实

际问题解决能力．“数学应用”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

念，既有将数学知识在日常实际的应用，还表现在

数学作为工具学科，和其他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自然科学乃至人文科学中都有广阔的交叉应用

领域，以及数学学科内部知识之间的关联与交互．

2021年新高考数学I卷落实高考内容改革总体要

求，试题突出基本概念与核心问题，突出数学本质，

重视理性思维，坚持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的命题原

则，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体现数学的应用

价值．
1 问题情境是数学应用的有效载体

正如课程标准所强调：“数学核心素养是在学

生与情境、问题的有效互动中得到提升的．”《中国
高考评价体系说明》中明确提出：“将问题情境作为

高考的考查载体”，“问题情境是实现‘价值引领、素

养导向、能力为重、知识为基’的综合考查的载体．”

“问题情境”指的是真实的问题背景，是以问题或任

务为中心构成的活动场域．“情境活动”是指人们在

情境中所进行的解决或完成任务的活动．高考评价

体系中的“四层”考查内容和“四翼”考查要求，是通

过问题情境和情境活动两类载体来实现的，即通过
选取适宜的素材，再现学科理论产生的场景或是呈

现现实中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在真实的背景下运用

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去解决实际问题，全面综合展

现学科素养水平．高考数学科将试题的问题情境分

为三类：课程学习情境，探索创新情境和社会实践

情境．

!：!堡猩鲎翌情墟

第8题有6个相同的球，分别标有数字l，2，

3，4，5，6，从中有放回的随机取两次，每次取1个球．

甲表示事件“第一次取出的球的数字是1”，乙表示

事件“第二次取出的球的数字是2”，丙表示事件“两

次取出的球的数字之和是8”，丁表示事件“两次取

出的球的数字之和是7”，则( )．

A．甲与丙相互独立 B．甲与丁相互独立

C．乙与丙相互独立 D．丙与丁相互独立

思路分析：按照相互独立定义，设A，日为两个

事件，若P(AB)=P(A)P(B)，则称事件A与事件口
1 1

相互独立．所以先算出：P(甲)=言，P(乙)=言，

P(丙)2素，P(丁)2言；再计算P(甲丙)=o，
1 1

P(甲丁)2壶，P(乙丙)2竞，P(丙丁)=o·从而jO jO

1

可得P(甲丁)=壶=P(甲)P(丁)．
JU

评析：以数学中常用的摸球问题为背景，较好

地考查了学生应用概念进行推理的关键能力与素

养．课程学习情境关注学生通过学习掌握的知识基
础，包括数学概念、原理、运算、逻辑推理等问题

情境．
。

1．2探索创新情境

第16题某校学生在研究民间剪纸艺术时，发

现剪纸时经常会沿纸的某条对称轴把纸对折．规格

为20dm×12dm的长方形纸，对折1次共可以得到

10dm×12dm，20dm×6dm两种规格的图形，它们的

面积之和Js．=240dm2，对折2次共可以得到5dm×

12dm，10dm×6dm，20dm×3dm三种规格的图形，

它们的面积之和Js，=180dm2，以此类推．则对折4

次共可以得到不同规格图形的种数为——；如
果对折虺次，那么．∑Js。=——dm2．

思路分析：可采取由特殊到一般的探究方式，

逐步明晰题意，发现规律．

对折1次，可得不同规格图形的种数为2，面积

之和为．s、=2×120；对折2次，可得不同规格图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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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为3，面积之和为S2=3×60；对折3次，可得不

同规格图形的种数为4，面积之和为Js，=4×30；对

折4次，可得不同规格图形的种数为5，面积之和为

只=5×15；⋯；对折n次，可得不同规格图形的种数

为几+1，面积之和为s。=(n+1)×120×(÷)”1．
Z

n 1 ．

所以磊鼠：2×120+3×120×÷+4×120×(÷)2

+⋯+(n+1)×120×(÷)”1=120l 2+3×÷
二 L Z

1 1

+4×(寺)2+⋯+(n+1)×(÷)”1 l，错位相减可

得，羞．s^=240(3一警)．⋯
Z

评析：以我国传统文化剪纸艺术为背景，让学

生体验数学问题的探究过程，重点考查学生分析归

纳与演绎推理的思维能力．探索创新情境关注学科

知识的深入探索与思想方法的创新，包括数学探

究、数学创新、数学实验等问题情境．
1．3社会实践情境

第18题 某学校组织“一带一路”知识竞赛，

有A，B两类问题．每位参加比赛的同学先在两类问

题中选择一类并从中随机抽取一个问题同答，若回
答错误则该同学比赛结束；若回答正确则从另一类

问题中再随机抽取一个问题回答，无论回答正确与
否，该同学比赛结束．A类问题中的每个问题回答正

确得20分，否则得0分；B类问题中的每个问题回

答正确得80分，否则得0分．己知小明能正确回答

A类问题的概率为0．8，能正确回答B类问题的概

率为0·6，且能正确回答问题的概率与回答次序
无关．

(1)若小明先回答A类问题，记X为小明的累
计得分，求x的分布列；

(2)为使累计得分的期望最大，小明应选择先
回答哪类问题?并说明理由．

评析：以“一带一路”知识竞赛为背景，考查考

生对概率统计基本知识的理解与应用，体现数学在
“决策”中所发挥的指导作用．社会实践情境关注数

学与其他学科和社会生活实际的关联，包括生活生

产实际、科学研究等问题情境．

2021年新高考数学I卷对这三种情境均有体
现，体现了情境是数学应用的有效载体．我们可以

通过阅读理解题意，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推理运算，
作出合理判断等方式，建立数学知识、思想方法等

与理论问题或实际问题之间的联系，将数学作为解
决问题的工具，突出数学的应用之美．

2 问题开放是数学应用的真实表现

高考评价体系在应用性的考查要求中强调“真

懂会用”，要增加开放性试题，营造开放的情境，鼓

励学生独立发表见解，要通过提供恰当的材料，命

制条件开放、解题方法多样、答案不唯一的试题，增

强试题的开放性和探究性，引导学生打破常规进行

独立思考和判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第19题记鲋BC的内角A，曰，C的对边分别
为n，6，c，已知62=oc，点D在边AC上．肋sin么ABC
=口sin c．(1)证明：肋=6； (2)若AD=2DC，求
cos￡ABC．

解法探究对于第(2)问，可有如下思路：

思路1：(三角法)如图1，由条件可知加：6．

砒=÷6，Dc=÷6，根据
cos￡A加=一cos[肋C．

同思路1．

思路3：(坐标

法)如图2，建立以

D为原点的直角坐

标系，并设B(龙，y)，

A(一÷6，o)，
1

c(寺6，o)，于是有

J 一

八＼||．
A C C 互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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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戈2+y2=62，i62=√乙I弓j≯：≯_√乞丽，‘解方程组
得戈=一壶6或髫2言6，从而
下同思路1．

思路4：(平面几何法)

如图3，过A，D分别作BC

边垂线，垂足分别为E，F

设C。F=茗，贝0 EF=2石，

BE=口一3菇，曰F=口一石，勾

学应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17题 已知数列{口。)满足口。=1，o。+。=

{：：：：：：舅翥萋．’c·，记6。=口：。，写出6，，6：，并求
数列。{6。)的通项公式；(2)求{o。)的前20项和．

思路分析：(1)易求出6。=2，6：=5，再算出6，

=8，据此可以猜想出数列{6。]l是等差数列，由此完

成证明．这样既能理解项与项的关系，也为下一步

解题指明方向．因6。+1—6。=口2。+2一02。=口2。+l+1

一口：。=口：。+3一o：。=3，得{6。)是等差数列，从而6。
=3n一1．

(2)由口2。=02。一1+l，得口2。一1=口2。一1，于是求

{o。)前20项和可转化为对奇数项和偶数项分别求

和Js20=(口1+03+⋯+o】9)+(口2+口4+··：+口20)=

2(02+口。+⋯+020)一10，再由(1)实施转化，可得

Js20=2(6l+62+⋯+610)一10=310一10=300．

评析：此题关键是读懂题意，理解数学语言所

表达的真实含义，主要表现在正确理解口。+。与口。的

递推关系和由6。=口：。产生的数列间联系，并联想到

等差数列模型，最后利用等差数列的性质把思维过

程叙述出来，从而解决问题．试题考查了学生数学

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素养．

数学的语言就是数学模型．数学高考落实应用

性的考查要求，就要引导学生通过数学学习，在日

常生活中以及学习过程中，能够发现身边事物或者

新的课程学习情境与数学的关系，针对这些关联提
出问题，并能够将这些问题抽象成为可以解释的数

学模型，并用数学语言进行描述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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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说利用构造法培育学生的逻辑推理核心素养

浙江省湖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莲花庄校区 (313000) 孙平

数学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反思、

积累、升华孕育出来的，面对复杂的、不确定的现实

情境和问题时，能够综合运用特定的数学概念、知

识、技能、思维模式、探究技能等，以积极的态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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