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炼关注点　提升核心素养　提高复习成效①

———以高考二轮复习“数列基本量的换算”为例

饶智荣

摘　要:新时代的高考要求对高考复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高考二轮复习“数列基本量的换算”为例,从提炼的五个关注

点出发,例谈如何在二轮复习中,提炼关注点,提升核心素养,提高复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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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的高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公平科学评价

人才为主要使命,积极引导和促进教与学,与之共同实现德

才兼备、全面发展的育人成才目标,并助力学生学业减负增

效及教育教学提质目标.在此背景下,高考由“双基”考查转

向能力考查,加强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阅读理解

和应用写作能力(五大公共能力)等方面的考查力度,探索考

查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方式方法,不断推出探究性试题、

开放性试题、情境化试题,因此,对高考复习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对于数学核心素养的教学,史宁中教授认为应该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数学知识的本质,把握学生认知的过

程;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提出合适的数学问题;启发合适的

教学情境,提出合适的数学问题;启发学生思考,鼓励学生与

教师交流、学生之间相互交流;让学生在思考和交流中在掌

握知识与技术的同时,理解知识的本质;感悟数学思想,积累

思维的经验,形成和发展数学核心素养.在高考二轮复习中

也必须重视数学核心素养的提升.

下面以高考二轮复习“数列基本量的换算”为例,从提炼

的五个关注点出发,例谈如何在二轮复习中,提炼关注点,提

升核心素养,提高复习成效.数列题在高考试卷中重视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查,重视学科核心素养和数学思想方法

考查.考查“基本量的换算”的题型常考常新.在高考二轮

复习“数列”专题时,通过分析学生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点,提

炼出与此相关的五个关注点,让学生领会“数列基本量的换

算”的五个关注点,从而提升“数学运算”“数学建模”等数学

核心素养,提高逻辑推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注点1:灵活应用等差、等比数列的性质

等差数列与等比数列交汇的问题,常用“基本量法”求

解,但有时灵活地运用性质,可使运算简便.要求同学特别

熟悉等差、等比数列性质,特别关注数列项与下标的联系,简

化条件,尽量列出易解方程.

【例1】　(2017年Ⅰ卷理科第4题)记Sn 为等差数列

{an}的前n项和.若a4＋a5＝24,S6＝48,则{an}的公差为

(　　)

A.1 B.2 C.4 D.8

【素养点拨】　本题用基本量法列出a1,d 的方程,可直

接求解.但如果利用等差数列的性质可简化条件,易于求

解.由S6＝48得到a3＋a4＝16,结合a4＋a5＝24可得2d

＝8,从而d＝4.

【真题链接】　(2016高考新课标2理数17)Sn 为等差

数列{an}的前n项和,且a1＝1,S7＝28.记bn＝[lgan],其

中[x]表示不超过x 的最大整数,如[0.9]＝0,[lg99]＝1.

(Ⅰ)求b1,b11,b101;(Ⅱ)求数列{bn}的前1000项和.

关注点2:熟悉设未知数的方法

在求解数列基本量问题时,一般设a1,d(q),也可以设

为ak,d(q);如果等差数列已知和未知都只与Sn 有关,设

Sn＝An2＋Bn更好算,同样,如果等比数列已知和未知都只

与Sn 有关,可以设Sn＝a(1－qn);解题时要根据已知条件

设有利于计算的未知数.

【例2】　(2015年Ⅱ卷文科第9题)已知等比数列{an}

满足a1＝
1
4
,a3a5＝4(a4－1),则a2＝ (　　)

A.2 B.1 C.
1
2 D.

1
8

【素养点拨】　本题用基本量法直接列出公比q的方程,

但此方程不 易 求 解.由a3a5＝(a4)2 可 得 关 于a4 的 方 程

(a4)2＝4(a4－1),解 出a4,易 得a2＝
1
2
,大 大 减 少 了 计

算量.

【真题链接】　(2018浙江)已知等比数列{an}的公比q

＞1,且a3＋a4＋a5＝28,a4＋2是a3,a5 的等差中项,数列

{bn}满足b1＝1,数列{(bn＋1－bn)an}的前n项和为2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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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求q的值;(2)求数列{bn}的通项公式.

关注点3:重视解方程消元技巧

等比数列基本量换算题,经常会出现高次方程,需要同

学有整体思想,经常将两个方程相减、相加、相除,从而实现

消元.

【例3】　(2017江苏,9)等比数列{an}的各项均为实数,

其前n项和为Sn,已知若S3＝
7
4
,S6＝

63
4
,则a8＝　　

　　.

【素养点拨】　设{an}的 首 项 为a1,公 比 为q,则 可 得

a1(1－q3)
1－q

＝
7
4

和
a1(1－q6)
1－q

＝
63
4
,这时就要从消元降次的

角度解这个高次方程组.

关注点4:重视不定方程求解技巧

数列与不定方程结合题,通常已存在性问题出现,一般

问是否存在三项满足条件.难点在解不定方程,通常有:由

不等式求范围找整数解,由整除条件找约数,由奇偶性否定,

由有理数、无理数否定等方法.

【例4】　若{an}是各项均不为零的等差数列,公差为d,

Sn 为其前n项和,且满足a2n＝S2n－1,若数列{bn}满足bn＝

1
anan＋1

,Tn 为数列{bn}的前n项和,(1)求an 和Tn;(2)是

否存在正整数m,n(1＜m＜n),使得T1,Tm,Tn 成等比数

列? 若存在,求出所有m,n的值;若不存在,说明理由.

【素养点拨】　可求得an＝2n－1,Tn＝
n

2n＋1
,从而可

得 m
2m＋1( )

2

＝
n

3(2n＋1)
,如 何 求 解 这 个 不 定 方 程 成 为 关

键.由上式可得
3
n ＝

－2m2＋4m＋1
m2 ＞0,从而可得1－

6
2

＜m＜1＋
6
2
,m 为正整数,所以m＝2.

关注点5:将数列性质与函数性质结合

数列是一类特殊的函数,函数定义域是正整数,因此在

研究数列问题时要自觉地运用好函数性质,把它们有机地结

合起来.数列与函数的综合问题一般是利用函数作为背景,

给出数列所满足的条件,通常利用点在曲线上给出Sn 的表

达式,还有以曲线上的切点为背景的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

关键在于利用数列与函数的对应关系,将条件进行准确的

转化.

【例5】　已知函数f(x)＝x3＋x－sinx的定义域为R,

数列{an}是等差数列,若a1010＝0,则f(a1)＋f(a2)＋

f(a3)＋…＋f(a2019) (　　)

A.恒为正 B.恒为正 C.等于0 D.可正可负

【素养点拨】　本题中f(x)＝x3＋x－sinx 是奇函数,

f(x)＋f(－x)＝0,由等差数列的性质可得a1＋a2019＝a2

＋a2018＝…＝2a1010＝0,从而易得f(a1)＋f(a2019)＝f(a2)

＋f(a2018)＝…＝0.

【例6】　已知函数f(x)＝ln(x＋1)－
x(1＋λx)
1＋x

,(1)若

x≥0时,f(x)≤0,求λ的最小值;(2)数列{an}的通项an＝

1＋
1
2＋

1
3＋

…＋
1
n
,证明:a2n－an＋

1
4n＞ln2

.

【素养点拨】　第(1)小题重点在于考查运用导数求解最

值问题,第(2)小题重点在于考查运用函数性质求解数列综

合问题,由于a2n－an＋
1
4n＝

1
n＋1＋

1
n＋2＋

1
n＋3＋

…＋

1
2n－1＋

1
2n＋

1
4n
,若λ＝

1
2
,由(1)知,f(x)＝ln(1＋x)－

x(2＋x)
2＋2x

,且当x＞0时,f(x)＜0,即
x(2＋x)
2＋2x ＞ln(1＋x),

令x＝
1
n
,则

2n＋1
2n(n＋1)＞ln

n＋1
n
,∴

1
2n＋

1
2(n＋1)＞ln

n＋1
n
, 1
2(n＋1)＋

1
2(n＋2)＞ln

n＋2
n＋1

, 1
2(n＋2)＋

1
2(n＋3)＞

ln
n＋3
n＋2

,…, 1
2(2n－1)＋

1
4n＞ln

2n
2n－1

.以上各式两边分别

相加可得
1
2n＋

1
2(n＋1)＋

1
2(n＋1)＋

1
2(n＋2)＋

1
2(n＋2)＋

1
2(n＋3)＋

…＋
1

2(2n－1)＋
1
4n＞ln

n＋1
n ＋ln

n＋2
n＋1＋ln

n＋3
n＋2

＋…＋ln
2n
2n－1

,即 1
n＋1＋

1
n＋2＋

1
n＋3＋

…＋
1

2n－1＋
1
2n＋

1
4n＞ln

n＋1
n
�n＋2
n＋1

�n＋3
n＋2

�…� 2n
2n－1＝ln

2n
n ＝ln2

,∴

a2n－an＋
1
4n＞ln2

.

高考二轮复习,重点在于“深化基础、针对问题、发展素

养”,关键在于能力的提升,因此在复习设计上要以学生为中

心(以生为本),以学生发展为行动目标,以学生现状为行动

起点,确定微专题,提炼关注点,以促发思维为基本途径(以

思维数学发展数学思维),以遵循规律为行动指南,不断提升

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提高复习成效,才能适应新时代高考的

要求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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