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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基础、稳巾求新、关注核心素荠
——2021年高考“数列’’专题命题分析与备考建议

孔繁晶 (徐州高等师范学校221116)

摘要：对2021年高考10套数学试题共计18道数列问题的考点、分值、文理差异、难易程度、创新情况

等进行比较与分析，总结得出试题命制具有立足基础、适度综合、灵活应用、稳中求新的特征，并以此探索高

考中数列试题的命制趋势，就高三备考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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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指出数

列作为一类特殊函数，是反映离散过程的基本模型．

它不仅是数学课程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其他领域和

日常生活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其研究过程还蕴含

了丰富的数学思想方法，对培养学生逻辑推理、数学

运算和数学建模等能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2021

年高考共计10套数学试题，每套试题均将数列作为

主干知识进行考查．试题编制突出数学本质，重视理

性思维，坚持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的考查方向．

1 考查内容分析

综合分析2021年高考数学试题，其数列命题围

绕等差、等比两类特殊数列展开，重点考查概念的理

解、基本量的计算以及蕴含的数学思想．

1．1 考点分布合理

2021年10套高考数学试题共计18道数列问

题，统计如表1．2021年高考数列考查内容分布均

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数列的表示方法，项

与和的关系；等差(比)数列的判断和性质；等差

(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前咒项和公式；利用递推关系

求通项；数列求和；数列的综合应用等．其中，等差

(比)数列的概念、性质、通项公式以及前咒项和公式

仍是考查重点．部分试题还与函数、方程、不等式、简

易数论、数学归纳法相结合进行考查，如北京卷第

21题，浙江卷第10题、第20题，天津卷第19题等．

1．2 分值比重相当

10套试题中，数列内容均有一道解答题，选择

题、填空题数量各有不同．总分值在10～24分之间，

全国统一命题卷相对偏低，在10～17分之间，地方

自主命题卷相对偏高，在15～24分之问．

1．3 文理差异存在

全国甲、乙卷均针对文、理科学生的能力差异进

行分别命题．其中，全国甲卷解答题采用同一题源，

理科以“结构不良问题”形式进行考查，文科则以传

表1 2021年高考数学试卷数列问题考查情况统计

卷另 题号 题型 分值 考点

7 选择题 5
等比数列通项、前"项求

理科
和，充要条件

18 解答题 12
等差数列判断、通项以及前n

全国甲卷
项求和

9 选择题 5
等比数列前n项求和，等比

文科
数列性质

等差数列判断、通项以及前”
18 解答题 12

项求和

理科 19 解答题 12
等差数列判断、通项，数列

全国乙卷
项与和的关系

等差(比)数列通项、前”
文科 19 解答题 12

项求和，数列求和

16 填空题 5 数列的综合运用

新高考I卷 递推数列求通项，等差数列
17 解答题 10

通项、前n项求和

新高考II卷 17 解答题 10 等差数列通项、前"项求和

6 选择题 4 等差数列性质

北京卷 10 选择题 4 数列求和，数列的综合运用

21 解答题 15 数列的综合运用

等差(比)数列判断、通
天津卷 19 解答题 15

项、前n项求和

8 填空题 5 等比数列前n项求和

12 填空题 5
数列的递推关系、求和，数

上海卷 列的综合运用

等差(比)数列通项，等差
19 解答题 14

数列前”项求和

10 选择题 4
数列递推关系，数学归纳

浙江卷
法，数列的综合运用

数列项与和的关系，等比数
20 解答题 15

列通项、数列求和

统形式进行设计．可见，文理科命题差异依然存在，

理科思维跨度稍大，更加注重抽象与逻辑思维，文科

则偏重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1．4 难度层次分明

全国统一命题的数列试题均以容易题和中档题

为主，主要考查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值得注意的

是，首次问世的新高考I卷数列填空题综合性较强，

考查了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数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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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一改江苏卷多年风格，未与其他知识点交汇命

题，也不再以压轴题的身份出现．

地方自主命题的数列试题呈现多层次考查态

势．北京卷、上海卷的填空、选择题各一道，一道容易

题，一道较难题，浙江卷只有一道选择题，难度较大．

而解答题题号均相对偏后，属于中档题或难题，北京

卷的解答题为压轴题，难度大．

1．5 问题力求创新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出要构建引导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改变相对固化

的试题形式，增强试题的创新性．2021年高考数列

试题践行这一思路，出现以传统文化为情境的微型

建模、加大开放题的创新力度，将考查指向核心素养

和关键能力，发挥高考的选拔功能．如全国甲卷理科

第18题、新高考I卷第16题、北京卷第21题．

2命题思路分析

2021年高考数列试题紧扣考试大纲，遵循“基

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的命题原则，立足基

础，稳中求新，关注学科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

服务选才”的核心功能．

2．1 立足基础，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

方法

等差、等比数列是高中阶段研究的两类重要特

殊数列．《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要求

探索并掌握等差(比)数列的概念、变化规律、通项

公式和前扎项和公式．因此，基本量、基本运算一直

都是高考考查的重点．

例1 (新高考Ⅱ卷第17题)记s。是公差不为

。的等差数列{以。)的前咒项和，口。一S 5，口2以4一S4．

(1)求数列{以。)的通项公式以。；

(2)求使s。>n。成立的他的最小值．

评析 本题考查等差数列的通项及前咒项和

公式，是典型的基本量计算题．题目着眼等差数列五

个量口，，以。，矗，咒，S。之问的关系，通过构造方程组，

求得n。，s。，再建立一元二次不等式确定咒的最小

值．这类问题属于高考数学高频考点，重点考查通性

通法，方程、整体代换等思想以及数学运算素养．同

时，此类解答题还是考查学生数学语言能力的良好

载体，书写过程不必繁琐，但不可缺少关键步骤，例

如代数化简、写出基本量等．

例2(全国甲卷文科第9题)记s。为等比数列

{以。)的前扎项和．若S。一4，S。一6，则S。一( )．

A．7 B．8 C 9 D．10

例3(北京卷第6题)已知{n。)和{6。)是两个

等差数列，且≥(1≤愚≤5)是常值，若n。一288，以。一
p^

96，6，一192，则6。的值为( )．

A．64 B．100 C．128 D．132

评析 上述两道例题，依然考查等差(比)数列

的通项、前咒项和以及性质．在解题时若能灵活运用

性质，将其与基本量运算相结合，如例2依题意知

“s。，s。一s。，s。一s。成等比数列”，例3利用“26。一

6，+6。”均可简化计算、节约时间．这也体现了高考

命题小题考“小”、解题“多路径”的特征．

例4(全国乙卷文科第19题)设(n。)是首项

为1的等比数列，数列{6。)满足6。一竿．已知以，，
’)

3以：，9以。成等差数列．

(1)求{a。)和{6。)的通项公式；

(2)记s。和T。分别为{口。)和{6。)的前咒项和，
G

证明：T。<寻．
厶

评析 纵观多年各地考题，数列求和问题屡

“考”不鲜．本题题干清晰，易于人手，第(1)小题构

造方程求解；第(2)小题考查形如c。一以。·6。的数列

求和(其中{a。)为等差数列，(6。)为等比数列)，需

利用错位相减法和等比数列前咒项和公式分别求得

T。和s。，再用作差法完成不等式证明．处理此类问

题需要逻辑清晰、公式熟练，其中，错位相减法也是

高考数学中考查学生数学运算能力极好的载体．

2．2 适度综合，关注数学本质、理性思维和关键

能力

高中数学各知识点并非互相孤立，而是相互关

联的．因此，近年高考命题遵循覆盖全面、适度综合

的原则．所谓综合，既可指内容，如章节内部、章节之

间、跨学科的综合，也可指能力，如联合考查多个核

心素养，以促进师生重视知识间的逻辑关系，重视数

学本质，重视理性思维和关键能力的培养．

例5 (新高考工卷第17题)已知数列{以。)满

． ， f以。+1，咒为奇数，

足吼一h口井1一In。+2，咒为偶数．
(1)记6。一以：。，写出6。，6。，并求数列(6。)的通

项公式；

(2)求{口。)的前20项和．

评析 本题位于试卷解答题第一题，无疑应该

属于基础题一类．但递推数列与等差数列的结合，又

涉及分奇偶讨论，这样相对综合的问题难住了不少

考生．第(1)问关键在于通过奇偶分支写出“6棚一

以2。+2一以2州+1一＆2。+2+1一以2。+3—6。+3”，

第(2)问则需要继续依据奇偶项分类，通过分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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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得出S：。．由此可见，所谓大题考“质”，就是避开一

些命题固定套路，回归数列本质，通过列举找寻规

律，用最原始、最简单的办法突破问题．

例6 (全国乙卷理科第19题)记S。为数列

{以。)的前咒项和，6。为数列(S。)的前行项积．已知

妾+麦乇
(1)证明：数列(6。)是等差数列；

(2)求{n。)的通项公式．

评析 本题属于中档题．难点有二：其一，以往

训练学生比较多的是“前咒项和”，而本题以“前扎项

积”命题，学生需借助所学知识融会贯通，重点放在

知识的迁移上；其二，S。身份双重，既满足S。一

}(咒≥2，咒∈N+)，也满足以。一s。一s一(咒≥2，
咒∈N”)．题目运算量不大，重点考查学生对于数列

的项与前竹项和(积)的关系的理解，体现了“多考点

想，少考点算”的命题理念．

例7(全国甲卷理科第7题)等比数列{盘。)的

公比为q，前咒项和为S。．设甲：q>o，乙：{S。)是递

增数歹0，贝0( )．

A．甲是乙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B．甲是乙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C．甲是乙的充要条件

D．甲既不是乙的充分条件也不是乙的必要条件

例8(上海卷第10题)已知数列{n。)满足以。一

1，n柑一—二二2_(咒∈N+)．记数列{n。)的前咒项
l+√n。

和为S。，则( )．

A．÷<s100<3 B．3<s100<4

C．4<S1。。<÷ D．÷<S1。。<5

例9(浙江卷第20题)已知数列{以。)的前佗项和

为s。，以1一一÷，且4s柑一3s。一9(咒∈N“)．

(1)求数列{以。)的通项公式；

(2)设数列{6。)满足36。+(咒一4)以。一o(挖∈

N”)，记{6。)的前咒项和为T。．若T。≤A6。，对任意

咒∈N。叵成立，求实数A的取值范围．

评析 数列作为高考数学重要考点，既可以独

立命题，也可以在与其他数学知识、方法交汇处命

题，从而全面考查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常见类型是

与函数方程、不等式、数学归纳法、简易数论等知识

相结合，且综合考查多个知识点，难度较大，尤其在

自主命题地区常以压轴题身份出现．

例7相对简单，将等比数列通项、性质以及前咒

项和与四种条件相结合，依据定义进行充分性和必

要性的判断．例8难度较大，考查了递推数列求通项

和裂项求和，还融合了利用导数判断函数单调性、数

学归纳法以及不等式放缩等内容，着实对学生的综

合应用能力进行了考查，具备选材价值．例9第(1)

问考查s。与以。关系，属于基本题型，第(2)问借助

错位相减法求T。，转化成A(咒一4)+3咒≥o恒成立

问题，考查了特殊数列求和的常见方法以及分类讨

论等重要数学思想．

2．3 灵活应用，突出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新一轮教学改革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体现数学的应用价值．故高考试题命制将会彰显数

学学科内外的应用，考查学生必备知识水平与关键

能力，逐级深化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

体系．

例10(北京卷第10题)数列{n。)是递增的整

数数列，且口1≥3，以1+。2+以3+⋯+o。一100，则咒

的最大值为( )．

A 9 B-10 C．11 D．12

评析 本题虽然容易，却从简易背景人手，考

查学生应用等差数列前咒项和等知识解决问题的能

力，显现出学科内应用的命题思路．

例11 (上海卷第19题)已知某企业2021年第

一季度的营业额为1．1亿元，以后每个季度的营业额

比上个季度增加o．05亿元，该企业第一季度的利润

为o．16亿，以后每季度比前一季度增长4％．

(1)求2021年起前20季度营业额的总和；

(2)请问哪一季度的利润首次超过该季度营业

额的18％?

评析 本题以求企业20季度营业额之和以及

利润探讨命题，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理解数学的

应用价值．第(1)问考查等差数列前咒项和公式的应

用，第(2)问利用等差(比)数列通项知识建立不等

关系，进而确定何时“首次超过”，意在考查学生学以

致用的意识以及数学抽象、数学建模等学科核心

素养．

此外，此应用背景源于教材习题，由此可见，高

考命题不仅考查的知识点、方法技能不会脱离课本，

就连题设背景往往也源于课本．因此，再次提醒日常

教学和复习必须重视教材．

2．4 稳中求新，体现素养导向

2021年是高考改革之年，无论是全国统一命题

还是地方自主命题，试题都在一个“稳”字的基础上

着力创新．就数列试题的命制来看，在考查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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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键能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学生创新性运用的

考查．除了常考常新的“新定义”问题外，还增加了

开放性问题的数量，并从设问方式上、背景设定上作

了创新．这既反映了高考数学的考查方向，也体现了

人才选拔的意愿．

例12(全国甲卷理科第18题)已知数列{a。)

的各项均为正数．记S。为数列{n。)的前咒项和，从

下面①②③中选取两个作为条件，证明另外一个成

立．①数列{n。)是等差数列；②数列{~／s。)是等差

数列；③n。一3n，．注：若选择不同的组合分别解答，

则按第一个解答计分．

评析 本题为全国甲卷理科试题的中档题，设

问方式相对新颖，试题给出多个条件，要求构建一个

命题并加以证明．这类没有明确结构或解决途径的

“结构不良问题”相对开放，给学生充分的选择空

间．因其需要学生准确表征，自主建构，对于发展学

生的创新思维和迁移能力有着丰富的价值．就本题

来看，学生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考虑多种可能，组

合出三个命题，然后结合条件以及经验判断，①③

为条件，②为结论或是②③为条件，①为结论(即为

全国甲卷文科第18题)．在这个过程中，重点考查学

生对于数学本质的理解，评测其思维的系统性、灵活

性、深亥0性以及仓Ⅱ造性．

例13(新高考工卷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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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m×12 dm的长方形纸，

对折1次共可以得到10 dm×12 dm，20 dm×6 dm

两种规格的图形，它们的面积之和s，一240 dm2，对

折2次共可以得到5 dm×12 dm，10 dm×6 dm，

20 dm×3 dm三种规格的图形，它们的面积之和

S：一180 dm2，以此类推．则对折4次共可以得到不

同规格图形的种数为 ；如果对折佗次，那么

∑s。一——dm2．
^一1

评析 本题以我国传统剪纸艺术为背景，具备

“新、巧、活”的特征．引导学生通过特例分析推理，

体验从特殊到一般的探索过程，并构建数列模型．在

确定通项时，既可以利用归纳推理得出各单位小长
S，

方形的面积之和s。，也可以通过递推关系#-苦一尼下1

1 G， 9』n

÷·半推导得出s。一等·(最+1)，之后利用错位
厶 R 厶

相减法完成求和．整个解答过程体现了“以生考熟”，

鼓励多种途径思维创新，蕴含转化与化归等重要数

学思想，考查了学生数学抽象、数学建模、逻辑推理、

数学运算等学科核心素养．该题的命制体现了数学

教学及评价正在从“解题”向“解决问题”进行转变，

凸显了学科素养立意的评价核心．

3 备考建议

数列是高中数学的重要内容，具有内涵丰富、方

法灵活、应用广泛的特点．纵观2021年高考数学中

的数列试题，深感其难度基本稳定，而深度、广度以

及新意都在不断提升，既实现了“选材”的目的，又

指明了课程改革的方向．为了使2022年高考数列复

习更加具有针对性，笔者提出以下备考建议．

3．1 研究试题，把握方向

高考试题既是服务选材的尺，又是引导教学的

旗．新一轮高考改革提出“一核”“四层”“四翼”，积极

促使命题向素养导向发展．因此，在复习备考中，教

师要深入研究试题，捕捉命题内容、难度、题型等线

索，并且透过现象看本质，总结规律求推广，以此合

理高效地分配备考时间和精力，有的放矢地进行复

习．如开展近几年的热点——结构不良问题的探

讨，引导学生深度学习，体会数学本质，归纳一些解

决问题的方法：由简到繁，优先选择条件单一或者运

算方便的；由熟到生，优先选择熟悉的式子或者条

件，等等．

3．2 夯实基础，透析本质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2021年高考数列试题依

旧坚持回归数学本质，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考

查，不设“繁难偏怪”的问题，注重通性通法的研究，

淡化一些特殊的技巧．因此，在复习备考中，一方面

要引导学生用好教材，重视知识的生成与发展，多想

多悟，深化对于数学本质的理解；另一方面要帮助学

生夯实基础，做好“一题多解”“多题一解”的训练与

反思，从通性通法中汲取解题思路，优选方法，强化

计算．假以时日才能做到基础题稳扎稳打，万无一

失，综合题化繁为简，逐级破解．

3．3着眼应用，提升素养

数学源于生活，又作用于生活，有着丰富的应用

价值．从近年高考试题可以看出，数列命题坚持从学

生认知水平出发，本着“重思维、重应用、重创新”的

理念，以学科内外的应用为依托，设计开放性问题、

创新型应用问题，深化对于学生数学抽象、逻辑推

理、数学建模等核心素养的考查．因此，在复习备考

中，教师要着眼应用，勇于创新．一方面做好系统化

教学，另一方面开展主题式研究，重视思维力和意志

力的训练，引导学生用数学眼光观察世界，用数学思

维思考世界，用数学语言表达世界，使得学生在考场

上遇到新问题能够不乱不惧，会思考、敢尝试、能突

破，切实提升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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