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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近几年高考题压轴题研究中发现，用同构思想解决问题是高考的一个热点．本文立足于课本，探
索同构思想的来源，深度探究同构思想在高考函数题、解析几何题、经典几何结论证明中的巧妙应用，让学生理解和

掌握同构思想运用的基本步骤和基本推理过程．本文先从具体例子过度到用同构法探究证明解析几何结论、一般的

同构函数模型，从个别到一般，从复杂到简单，从而培养学生数学运算以及逻辑推理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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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同构思想原理溯源

数学中的同构式是指具有相同结构的两个式

子，但是变量不同．同构式的思想来源于函数的一个

基础的结论：设函数 ｆ（ｘ） 在定义域 Ｄ 上是一个增函

数，当 ｆ（ｘ１） ＞ ｆ（ｘ２），则有 ｘ１ ＞ ｘ２；当 ｆ（ｘ１） ＝ ｆ（ｘ２），
则有 ｘ１ ＝ ｘ２；当 ｆ（ｘ１） ＜ ｆ（ｘ２），则有 ｘ１ ＜ ｘ２ ．同构思

想的本质就是构建相同结构的函数，利用函数的单

调性，把函数值 ｆ（ｘ１）、ｆ（ｘ２） 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两个

变量 ｘ１、ｘ２ 的关系，从而化繁为简，化难为易解决问

题．利用同构思想需要掌握以下几个关键的步骤：
（１） 找出同构函数，经过移项，化简，变形等方

法找出相同结构的函数；
（２） 研究同构函数的单调性，通过直接法或者

求导研究同构函数的单调性；
（３） 利用函数的单调性，把函数值 ｆ（ｘ１）、ｆ（ｘ２）

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两个变量 ｘ１、ｘ２ 的关系［１］ ．
在高考中，函数题、解析几何题基本是压轴题，

难度比较大，但对于近几年高考压轴题，使用同构思

想可以巧妙简单地解决．下面以数学试题为例，从不

同方面深度研究同构思想的作用．
２　 同构思想的应用

２．１　 同构思想在函数高考压轴题的应用

２．１．１　 双变元的同构式［２］

例 １　 （２０２０ 全国高考二卷理科数学 １１ 题） 若

２ｘ － ２ｙ ＜ ３ －ｘ － ３ －ｙ，则（　 　 ） ．
Ａ．ｌｎ（ｙ － ｘ ＋ １） ＞ ０　 　 Ｂ．ｌｎ（ｙ － ｘ ＋ １） ＜ ０
Ｃ．ｌｎ ｜ ｘ － ｙ ｜ ＞ ０　 　 Ｄ．ｌｎ ｜ ｘ － ｙ ｜ ＜ ０
分析 　 （１） 考察的对象是指数函数，将不等式

移项变形为 ２ｘ － ３ －ｘ ＜ ２ｙ － ３ －ｙ，不等式左右两边是

结构相同的式子，得到同构函数为 ｆ（ ｔ） ＝ ２ｔ － ３ －ｔ；
（２） 由直接法得知函数 ｆ（ｔ） 是在 Ｒ 上单调递增；
（３） 因为 ｆ（ｘ） ＜ ｆ（ｙ），由函数 ｆ（ ｔ） 单调性知

ｘ ＜ ｙ．
因此去判断各个选项得知 Ａ 是正确，Ｂ 是错误，

Ｃ，Ｄ 是无法判断，故选 Ａ．
例 ２　 （２０２０ 全国高考一卷理科数学 １２ 题） 若

２ａ ＋ ｌｏｇ２ａ ＝ ４ｂ ＋ ２ｌｏｇ４ｂ，则（　 　 ） ．
Ａ．ａ ＞ ２ｂ　 　 　 　 Ｂ．ａ ＜ ２ｂ
Ｃ．ａ ＞ ｂ２ 　 　 　 　 Ｄ．ａ ＜ ｂ２

分析 　 （１） 考察的对象是指数函数和对数函

数，将等式右边变形为 ４ｂ ＋ ２ｌｏｇ４ｂ ＝ ２２ｂ ＋ ｌｏｇ２２ｂ － １，
所以 ２ａ ＋ ｌｏｇ２ａ ＜ ２２ｂ ＋ ｌｏｇ２２ｂ，不等式左右两边是结

构相同的式子，得到同构函数为 ｆ（ ｔ） ＝ ２ｔ ＋ ｌｏｇ２ ｔ；
（２） 由直接法得知函数 ｆ（ ｔ） 是在（０， ＋ ∞） 上单调

递增；（３） 因为 ｆ（ａ） ＜ ｆ（２ｂ），由函数 ｆ（ ｔ） 单调性知

ａ ＜ ２ｂ．
因此去判断各个选项得知 Ｂ 是正确，所以选 Ｂ．
例 ３　 （２０１７ 全国高考一卷理科数学 １１ 题） 设

ｘ，ｙ，ｚ 为正数，且 ２ｘ ＝ ３ｙ ＝ ５ｚ，则（　 　 ） ．
Ａ．２ｘ ＜ ３ｙ ＜ ５ｚ　 　 Ｂ．５ｚ ＜ ２ｘ ＜ ３ｙ
Ｃ．３ｙ ＜ ５ｚ ＜ ２ｘ　 　 Ｄ．３ｙ ＜ ２ｘ ＜ ５ｚ
分析 　 （１） 本题要比较 ２ｘ，３ｙ，５ｚ 的大小， 设

２ｘ ＝ ３ｙ ＝ ５ｚ ＝ ｋ（ｋ ＞ １），解得 ｘ ＝ ｌｏｇ２ｋ，ｙ ＝ ｌｏｇ３ｋ，

ｚ ＝ ｌｏｇ５ｋ，所以 ２ｘ ＝ ２ｌｎｋ
ｌｎ２

，３ｙ ＝ ３ｌｎｋ
ｌｎ３

，５ｚ ＝ ５ｌｎｋ
ｌｎ５

，又因为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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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ｋ ＞ ０，故比较２ｘ，３ｙ，５ｚ的大小，即比较
２
ｌｎ２

， ３
ｌｎ３

， ５
ｌｎ５

大小，而这三个式子结构相同， 得到同构函数为

ｆ（ ｔ） ＝ ｔ
ｌｎｔ

；

（２） 求导得知 ｆ（ ｔ） 在（ｅ， ＋ ∞） 是增函数；
（３） 利用函数的单调性知，因为 ｆ（２） ＝ ｆ（４），所

以 ｆ（３） ＜ ｆ（４） ＜ ｆ（５），故 ３ｙ ＜ ２ｘ ＜ ５ｚ，选 Ｄ．
以上三道高考压轴题的条件中有函数不等式，

有方程，有二元或三元等不同条件，但本质上都是比

较函数自变量的大小．通过移项、放缩、变形等方法

把复杂的式子变形成结构相同的式子，从而找出同

构函数，利用函数的单调性解决问题．通过对不同层

次的高考压轴题的研究发现，同构思想真是一把利

器，不用蛮力也能巧妙轻松解决问题．
２．１．２　 指对混合的同构式

例 ４　 （２０２０ 山东高考 ２１（２）） 已知函数 ｆ（ｘ） ＝
ａｅｘ－１ － ｌｎｘ ＋ ｌｎａ．若 ｆ（ｘ） ≥ １，求 ａ 的取值范围．

分析 　 （１） 由 ｆ（ｘ） ≥１，可得 ａｅｘ－１ ＋ ｌｎ ａ
ｘ

≥１，

移项得 ａｅｘ－１ ≥１ － ｌｎ ａ
ｘ

＝ ｌｎ ｅｘ
ａ
，两边同时乘 ｅｘ化简

得 ｘｅｘ ≥ ｅｘ
ａ
ｌｎ ｅｘ

ａ
．如果结构同左，用恒等式 ｘ ＝ ｅｌｎｘ 化

不等式右边为
ｅｘ
ａ
ｌｎ ｅｘ

ａ
＝ ｅｌｎｅｘａ ｌｎ ｅｘ

ａ
，所以不等式可变形

为 ｘｅｘ ≥ ｌｎ ｅｘ
ａ
ｅｌｎｅｘａ ，不等式左右两边是相同结构的式

子，得到同构函数为 Ｆ（ ｔ） ＝ ｔｅｔ；
（２） 求导知函数 Ｆ（ ｔ） ＝ ｔｅｔ 在（０， ＋ ∞） 是增

函数；

（３） 因为Ｆ（ｘ） ≥Ｆ ｌｎ ｅｘ
ａ

æ

è
ç

ö

ø
÷ ，由函数Ｆ（ ｔ）＝ ｔｅｔ 的

单调性知 ｘ ≥ ｌｎ ｅｘ
ａ
，最后进行参变分离得出 ｌｎａ ≥

ｌｎｘ － ｘ ＋ １，求出 ａ 的取值范围为［１， ＋ ∞） ．
例 ５　 （２０１８ 全国高考一卷文科数学 ２１（２）） 已

知函数 ｆ（ｘ） ＝ ａｅｘ － ｌｎｘ － １，证明：当 ａ ≥ １
ｅ

时，

ｆ（ｘ） ≥ ０．

分析 　 （１） 当 ａ ≥ １
ｅ
，先放缩得 ｆ（ｘ） ≥ ｅｘ

ｅ
－

ｌｎｘ －１，所以要证 ｆ（ｘ） ≥０，即证
ｅｘ

ｅ
－ ｌｎｘ － １≥０，移

项化简得
ｅｘ

ｅ
≥ ｌｎｅｘ，两边同乘 ｅｘ 得 ｘｅｘ ≥ ｅｘｌｎｅｘ，如

果结构同左，即用 ｘ ＝ ｅｌｎｘ 化不等式右边为 ｅｘｌｎｅｘ ＝
ｅｌｎｅｘ ｌｎｅｘ，所以不等式为 ｘｅｘ ≥ ｅｌｎｅｘ ｌｎｅｘ，得到同构函

数为 Ｆ（ ｔ） ＝ ｔｅｔ；
（２） 求导知函数 Ｆ（ ｔ） ＝ ｔｅｔ 在（０， ＋ ∞） 是增

函数；
（３） 因为 Ｆ（ｘ） ≥ Ｆ（ｌｎｅｘ），由函数 Ｆ（ ｔ） ＝ ｔｅｔ 的

单调性知 ｘ ≥ ｌｎｅｘ，易证 ｘ ≥ ｌｎｅｘ 成立，所以当 ａ ≥
１
ｅ

时，ｆ（ｘ） ≥ ０．

以上两道题目是高考的压轴题，一个是恒成立

求参数范围，一个是证明不等式，两道题都含有 ｅｘ 和

ｌｎｘ 函数，这两个函数属于跳阶函数，幂函数 ｘ 是 ｅｘ

和 ｌｎｘ 的沟通桥梁，通过恒等式 ｘ ＝ ｅｌｎｘ，可以把幂函

数化成指数函数，通过恒等式 ｘ ＝ ｌｎｅｘ，可以把幂函

数化成对数函数． 例如几个常见的同构函数：

（１） ｆ（ｘ） ＝ ｘｌｎｘ， （２） ｆ（ｘ） ＝ ｌｎｘ
ｘ

， （３） ｆ（ｘ） ＝ ｘｅｘ，

（４） ｆ（ｘ） ＝ ｅｘ

ｘ
，由恒等式 ｘ ＝ ｅｌｎｘ，可以把（１） 转化为

ｆ（ｘ） ＝ ｘｌｎｘ ＝ ｅｌｎｘ ｌｎｘ．同理，用恒等式 ｘ ＝ ｌｎｅｘ 可以把

（３） 转化为 ｆ（ｘ） ＝ ｘｅｘ ＝ ｅｘ ｌｎｅｘ ．掌握了这种指对互化

的魔法，就可以把指对函数化成相同结构函数，从而

轻松秒杀高考压轴题．
２．１．３　 常见的同构函数模型

（１） 双变元的同构函数经典模型［３］

①和差型：ｆ（ｘ１） － ｆ（ｘ２） ＞ ｋ（ｘ１ － ｘ２）⇒ｆ（ｘ１） －
ｋｘ１ ＞ ｆ（ｘ２） － ｋｘ２⇒ 同构函数为 φ（ ｔ） ＝ ｆ（ ｔ） － ｋｔ；

② 商型：
ｆ（ｘ１） － ｆ（ｘ２）

ｘ１ － ｘ２
＞ ｋ（当 ｘ１ ＞ ｘ２）⇒

ｆ（ｘ１） －ｆ（ｘ２） ＞ ｋ（ｘ１ － ｘ２）⇒ 同构函数为 φ（ ｔ） ＝
ｆ（ ｔ） － ｋｔ；

③ 积型：ｘ１ｘ２［ ｆ（ｘ１） － ｆ（ｘ２）］ ＞ ｋ（ｘ１ － ｘ２）（当

ｘ１ｘ２ ＞ ０）⇒ｆ（ｘ１） － ｆ（ｘ２） ＞ ｋ １
ｘ２

－ １
ｘ１

æ

è
ç

ö

ø
÷ ⇒ｆ（ｘ１） ＋

ｋ
ｘ１

＞ ｆ（ｘ２） ＋ ｋ
ｘ２

⇒ 同构函数为 φ（ ｔ） ＝ ｆ（ ｔ） ＋ ｋ
ｔ
．

（２） 指对混合的同构经典模型

① 和差型：ｘ ＋ ｅｘ ＞ ｘ ＋ ｌｎｘ⇒ｘ ＋ ｅｘ ＞ ｅｌｎｘ ＋ ｌｎｘ⇒
同构函数为 φ（ ｔ） ＝ ｔ ＋ ｅｔ；

② 商型： ｅｘ

ｘ
＞ ｘ

ｌｎｘ
⇒ ｅｘ

ｘ
＞ ｅｌｎｘ

ｌｎｘ
⇒ 同构函数

φ（ ｔ） ＝ ｅｔ

ｔ
；

③ 积型：ｘｅｘ ＞ ｘｌｎｘ⇒ｘｅｘ ＞ ｅｌｎｘ ｌｎｘ⇒ 同构函数

φ（ ｔ） ＝ ｔｅｔ；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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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凑型：ｋｅｋｘ ＞ ｌｎｘ⇒ｋｘｅｋｘ ＞ ｘｌｎｘ⇒ｋｘｅｋｘ ＞
ｅｌｎｘ ｌｎｘ⇒ 同构函数为 φ（ ｔ） ＝ ｔｅｔ ．
２．２　 同构思想在解析几何高考压轴题的应用

同构思想不仅在高考函数压轴题中广泛使用，
在高考解析几何压轴题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解析几何中，同构法完美地结合数和形，利用图形

对称，方程结构对称进行同构，设而不求地解决问

题，既打破了解析几何的“联立方程求解” 的固定思

维，还可以大大减少计算，化难为易，化繁为简．下面

通过例子不同解法深度探究同构思想在解析几何压

轴的应用．
例 ６　 （２０２１ 八省联考单选第 ７ 题） 已知抛物线

ｙ２ ＝ ２ｐｘ 上三点 Ａ（２，２），Ｂ，Ｃ，直线 ＡＢ，ＡＣ 是圆（ｘ －
２）２ ＋ ｙ２ ＝ １的两条切线，则直线ＢＣ的方程为（　 　 ） ．

Ａ．ｘ ＋ ２ｙ ＋ １ ＝ ０　 　 　 Ｂ．３ｘ ＋ ６ｙ ＋ ４ ＝ ０
Ｃ．２ｘ ＋ ６ｙ ＋ ３ ＝ ０ Ｄ．ｘ ＋ ３ｙ ＋ ２ ＝ ０
解法 １　 设直线方程，联立直线与圆方程求解

出直线方程，再由直线方程和抛物线方程求出点 Ｂ、
Ｃ，最后再求直线 ＢＣ．（具体过程省略）

图 １

解法２（同构法）　 点Ａ在

抛物线 ｙ２ ＝ ２ｐｘ上，即 ｐ ＝ １，抛
物线方程为 ｙ２ ＝ ２ｘ．

设过点 Ａ（２，２） 与圆（ｘ －
２） ２ ＋ ｙ２ ＝ １ 相切的直线的方

程为：ｋｘ － ｙ ＋ ２ － ２ｋ ＝ ０，即圆

心（２，０） 到切线的距离 ｄ ＝ １，

解得 ｋ ＝ ± ３ ， 如图 １，ｋＡＢ ＝

３ ，ｋＡＣ ＝ － ３ ．

设 Ｂ
ｙ２
１

２
，ｙ１

æ

è
ç

ö

ø
÷ ，Ｃ

ｙ２
２

２
，ｙ２

æ

è
ç

ö

ø
÷ ， 则 ｋＡＢ ＝

ｙ１ － ２
ｙ２
１

２
－ ２

＝

２
ｙ１ ＋ ２

＝ ３ ，ｋＡＣ ＝ ２
ｙ２ ＋ ２

＝ － ３ ，分别平方得 ３ｙ２
１ ＋

１２ｙ１ ＋ ８ ＝ ０，３ｙ２
２ ＋ １２ｙ２ ＋ ８ ＝ ０，将 ｙ２

１ ＝ ２ｘ１，ｙ２
２ ＝ ２ｘ２

化简得直线 ＡＢ：３ｘ１ ＋ ６ｙ１ ＋ ４ ＝ ０，直线 ＡＣ：３ｘ２ ＋ ６ｙ２

＋ ４ ＝ ０，所以 ＢＣ：３ｘ ＋ ６ｙ ＋ ４ ＝ ０，故选 Ｂ．
解法 ３（同构法）　 由题意已知抛物线为 ｙ２ ＝

２ｘ， 设 Ｂ
ｙ２
１

２
，ｙ１

æ

è
ç

ö

ø
÷ ，Ｃ

ｙ２
２

２
，ｙ２

æ

è
ç

ö

ø
÷ ， 设直线 ＡＢ：ｙ － ２ ＝

ｙ１ － ２
ｙ２
１

２
－ ２

（ｘ － ２），化简为 ２ｘ － （ｙ１ ＋ ２）ｙ ＋ ２ｙ１ ＝ ０，又

因为直线 ＡＢ是圆的切线，所以
｜ ４ ＋ ２ｙ１ ｜

４ ＋ （ｙ１ ＋ ２） ２
＝ １，

化简得 ３ｙ２
１ ＋ １２ｙ１ ＋ ８ ＝ ０，又 ｙ２

１ ＝ ２ｘ１ 化简得 ３ｘ１ ＋
６ｙ１ ＋ ４ ＝ ０；因为直线 ＡＣ也是过 Ａ点的切线，结构对

称，故直线 ＡＣ：３ｘ２ ＋ ６ｙ２ ＋ ４ ＝ ０，所以 ＢＣ：３ｘ ＋ ６ｙ ＋
４ ＝ ０，故选 Ｂ．

从上面三种解法分析，第一种方法是通法，这一

方法比较容易想到，但是计算非常复杂，让学生望而

生畏．解法 ２ 是发现切线 ＡＢ，ＡＣ 的斜率通过平方之

后代数式的结构相同，找出同构方程，“设而不求”，
减少计算量，解决问题．解法 ３是从图形的结构对称，
直线 ＡＢ，ＡＣ 都是经过点 Ａ 和圆的切线，从而发现直

线方程的结构是相同，通过同构轻松巧妙解决问题．
２．３　 同构思想在解析几何证明经典结论中的应用

同构解法不仅是解高考压轴题的宝剑，也是我

们数学结论证明的利器，下面通过证明以下两个经

典结论体现同构思想的作用．

图 ２

１． （蒙日圆定理） 如

右图 ２ 所示，设椭圆的方

程是
ｘ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两切线

ＰＮ和 ＰＭ互相垂直，交于

点 Ｐ，求证点 Ｐ 在圆 ｘ２ ＋
ｙ２ ＝ ａ２ ＋ ｂ２ 上．

证明（同构法）　
设 Ｐ（ｘ０，ｙ０），设过 Ｐ（ｘ０，ｙ０） 的直线方程为 ｙ － ｙ０ ＝
ｋ（ｘ － ｘ０）， 与 椭 圆 方 程 为 联 立 为

ｙ － ｙ０ ＝ ｋ（ｘ － ｘ０），

ｘ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

ì

î

í

ï
ï

ïï

化 简 得 （ａ２ｋ２ ＋ ｂ２）ｘ２ ＋

２ｋａ２（ｙ０ － ｋｘ０）ｘ ＋ ａ２（ｙ０ － ｋｘ０） ２ － ａ２ｂ２ ＝ ０．令Δ ＝ ０，
化简得 ａ２ｋ２ ＋ ｂ２ ＝ （ｙ０ － ｋｘ０） ２，整理得（ａ２ － ｘ２

０）ｋ２ ＋
２ｘ０ｙ０ｋ ＋ ｂ２ － ｙ２

０ ＝ ０．设 ＰＭ，ＰＮ的斜率为 ｋ１，ｋ２，ｋ１，ｋ２

是（ａ２ － ｘ２
０）ｋ２ ＋ ２ｘ０ｙ０ｋ ＋ ｂ２ － ｙ２

０ ＝ ０ 的两根，所以

ｋ１·ｋ２ ＝
ｂ２ － ｙ２

０

ａ２ － ｘ２
０

＝ － １，所以得ｘ２
０ ＋ ｙ２

０ ＝ ａ２ ＋ ｂ２，故点

Ｐ 在圆 ｘ２ ＋ ｙ２ ＝ ａ２ ＋ ｂ２ 上．
２．（阿基米德三角形性质） 抛物线的弦两端点

图 ３

Ｍ，Ｎ，过 Ｍ，Ｎ 分别做切线

交于Ｐ，三角形ＰＭＮ叫阿基

米德三角形，设底边 ＭＮ 的

中点为 Ｋ，则 ＰＫ 平行于抛

物线的对称轴［４］ ．
证明 　 （如图 ３ 所示）

设 Ｐ（ｘ０，ｙ０），Ｍ（ｘ１，ｙ１），
Ｎ（ｘ２，ｙ２），则过Ｍ点的切线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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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为 ｘ１ｘ ＝ ｐ（ｙ ＋ ｙ１），同理过 Ｎ 点的切线方程为

ｘ２ｘ ＝ ｐ（ｙ ＋ ｙ２），又同时过 Ｐ（ｘ０，ｙ０），代入得 ｘ１ｘ０ ＝

ｐ ｙ０ ＋
ｘ２
１

２ｐ
æ

è
ç

ö

ø
÷ ，ｘ２ｘ０ ＝ ｐ ｙ０ ＋

ｘ２
２

２ｐ
æ

è
ç

ö

ø
÷ ，由于上述两个式子

结构相同，可以得到关于 ｘ１，ｘ２ 的同构方程 ｘｘ０ ＝

ｐ ｙ０ ＋ ｘ２

２ｐ
æ

è
ç

ö

ø
÷ ，化简得 ｘ２ － ２ｘ０ｘ ＋ ２ｐｙ０ ＝ ０，因此

ｘ１ ＋ ｘ２

２
＝ ｘ０，所以 ＰＫ ∥ ｙ 轴．
３　 结束语

从上述的例子中看出同构思想在数学中的重要

作用，同构思想突破常规的思维，为我们解题带来了

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视野．
从具体的函数和解析几何同构式的教学中发

现，同构思想不仅可以提高学生运算能力和分析能

力，还可以提升学生逻辑推理能力，这符合《新课

标》 数学运算核心素养中数学计算最高水平要求，

也是计算的最高层次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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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解密同构显　 课本一隅题根隐
———几个函数压轴题破解之法的题根与例析

陕西省汉中市龙岗学校　 　 ７２３１０２　 　 巨小鹏　 魏　 宁

　 　 【摘　 要】 　 解题目的在于化繁为简，以此理解数学的本质，同构法在近几年高考题中不断显现，方法让人耳目

一新，做到了解题至简，也达到了理解函数性质的目的，然而这种方法的题根题源就在课本里．文中就两个函数高考

压轴题所涉及同构法的例题进行剖析，找出在课本中的题根题源，并对四种类型的同构法进行举例提升总结，以深

刻理解同构法的底层逻辑．
【关键词】 　 真题；同构；课本；题根题源

　 　 高考题源于课本，高于课本，重视课本中的例

题、习题、阅读材料以及旁白思考问题是需要师生共

同关注的部分，比如 ２０２０ 年全国 ２ 卷理科第 ４ 题北

京天坛问题，在北师大版必修五第一章第二节例 ８
中可以找到其题根题源，比如高考题中求三角形面

积需要用到其坐标公式，在北师大版必修五第二章

第一节例 ３ 中有所介绍，所以强调重视课本教材是

高中教学不可忽视也不可错失的阵地．同构法在函

数、圆锥曲线和数列等模块中的应用逐渐显现并被

大家接受和认可，文中就同构法解决函数问题在课

本中的题根题源做以分析，并对其内在规律总结提

升，以期完成对同构法的思维构建．
１　 平凡见奇生面开———真题呈现

问题 １　 （２０２０年山东新高考卷·２１） 已知 ｆ（ｘ）

＝ ａｅｘ－１ － ｌｎｘ ＋ ｌｎａ．若 ｆ（ｘ） ≥ １，求 ａ 的取值范围．
问题２　 （２０１８年全国新课标Ⅰ卷文科·２１） 已

知函数 ｆ（ｘ） ＝ ａｅｘ － ｌｎｘ － １．
（１） 设 ｘ ＝ ２是 ｆ（ｘ） 的极值点．求 ａ，并求 ｆ（ｘ） 的

单调区间；（２） 证明：当 ａ ≥ １
ｅ

时，ｆ（ｘ） ≥ ０．

２　 源头活水清如许———课本寻根

特级教师万尔遐说过：“题海战术人笑痴，别人抓

根你抓枝，抓根九九能归一，抓枝遍野怎收拾？ 课有

本，题有根，题根课根联考根，讲课不把根题展，盲人

摸象白费神．” 命题时，命题人在千方百计地把这个题

根藏起来；解题时恰好相反，解题人则是要千方百计

地把这个题根寻找到［１］ ．找到题根题源，就找到问题

的底层逻辑，以此展开思维生发生长的继续探究．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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