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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２０２３年高考数学新课标 Ⅱ卷注重强基固本 ，聚焦素养 ．本文从高考试题出发 ，分析落实四翼的

要求 ，从而为优化课堂教学 ，提升教学效度 ，体现数学本质 ，提供备考复习方向 ，以此促进教学评有机的统一 ，

发挥数学学科的育人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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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 年教育部考试院命制的高考数学新课

标 Ⅱ 卷供辽宁 、海南 、重庆 、安徽 、山西 、吉林 、黑

龙江 、云南等地使用 ，该套试卷遵循《中国高考评

价体系》的要求 ，目的在于将育人和育才相统一 ，

培养拥有“四个自信”的时代新人 ．试题具有良好

的信度和区分度 ，发挥了“价值引领 、素养导向 ，能

力为重 、知识为基”的作用 ，体现了数学作为基础学

科的功能 ，对引领数学课堂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

1  试题特点 ：返朴抱真 ，“四翼”齐飞 ，稳中

求进
1 ．1  注重基础知识的考查 ，突出基础性

高中数学教材中的概念 、性质 、公式 、法则 、公

理 、定理等是构建高中数学基础知识体系的核心 ，

也是解答数学问题的基石 ．概念是思维的细胞 ，通

过对数学概念的理解 ，可以建立起清晰的数学思

维框架 ；公式 、法则 、性质 、定理等是从数学的角度

对现实世界客观存在事物的概括性的表达 ，灵活

运用这些内容有助于开拓学生的思维 ，帮助学生

“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 ．

典例1  （新课标 Ⅱ 卷第１４题）底面边长为４

的正四棱锥被平行于其底面的平面所截 ，截去一

个底面边长为 ２ ，高为 ３的正四棱锥 ，所得棱台的

体积为    ．

解析  由棱台性质可知 ，上下两个底面相似

比为 １ ∶ ２ ，设棱台的高为 h ，则
３

３ ＋ h ＝
１

２
，所以截

后棱台高为 ３ ，故棱台体积 V ＝
１

３
（２

２
＋ ４

２
＋

２
２
× ４

２
） × ３ ＝ ２８ ．

评析  本题属于基础题 ，重点考查棱台的体

积公式（需要记忆）和相似的知识 ．当然 ，本题还

可以利用棱锥的体积公式 ，大四棱锥的体积减去

小四棱锥的体积 ，即得棱台的体积 ．本套试卷包含

了一定比例的基础性试题 ，如第 １ ～ ４ ，１３题等 ，

这些试题涉及到集合 、复数 、抽样方法 、组合 、函

数 、向量等知识点 ．旨在引导学生注重打牢基础 ，

掌握进入高校学习的必备知识 ．

1 ．2  注重基本技能的运用 ，彰显综合性

数学基本技能主要是指能够按照一定的程序

与步骤进行熟练操作的数学具体方法［１］
，包括数

学运算能力 、逻辑推理能力 、抽象概括能力等 ．数

学基础知识是形成数学基本技能的载体 ，需要学

生在复杂试题情境中综合利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和

方法解决问题 ．

典例 2  （新课标 Ⅱ 卷第 １１题（多选））已知

函数 f （x ） ＝ aln x ＋
b
x ＋

c
x ２ （a ≠ ０）既有极大值

也有极小值 ，则（  ） ．

A ．bc ＞ ０       B ．ab ＞ ０

C ．b２ ＋ ８ac ＞ ０ D ．ac ＜ ０

解析  由题意知 ，函数 f （x ）的定义域为（０ ，

＋ ∞ ） ，f′（x ） ＝ a
x －

b
x ２ －

２c
x ３ ＝

ax ２
－ bx － ２c
x ３ ．因

为函数 f （x ）既有极大值又有极小值 ，所以方程

f′（x ） ＝ ０在（０ ，＋ ∞ ）上有两个不等实根 ．令函数

g（x ） ＝ ax ２
－ bx － ２c ，则函数 g（x ）在（０ ，＋ ∞ ）

上有两个不等实数根 x １ ，x ２ 且 x １ ≠ x ２ ，所以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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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 b２
＋ ８ ac ＞ ０ ，

x １ ＋ x ２ ＝
b
a ＞ ０ ，

x １ x ２ ＝ －
２c
a ＞ ０ ，

即

b２
＋ ８ ac ＞ ０ ，

ab ＞ ０ ，

ac ＜ ０ ，

从而可得

bc ＜ ０ ，故选 BCD ．

评析  导数是研究函数性质的基本工具之

一 ，本题的函数经过求导以后 ，根据其既有极大值

又有极小值 ，转化为相应的一元二次方程有两个

正根 ，利用韦达定理或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分布即

可得到结果 ，综合考查了函数 、导数 、方程 、根的分

布等知识 ，发展了学生数学运算和逻辑推理能力 ．

类似地 ，试卷的第 ７ ，１６等题综合考查了对三角函

数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

1 ．3  注重基本活动经验的实践 ，加强应用性

“四基”中的基本活动经验是指学生通过亲

身经历数学活动过程所获得的具有个性特征的经

验 ，包括数学建模 、命题结论 、思想方法 、价值精神

上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 ．荷兰数学家弗赖登塔尔

强调“数学学习是一种活动” ，这种活动可以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 ，并将所学的数

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提升学生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典例 3  （新课标 Ⅱ 卷第 １９题）某研究小组

经过研究发现某种疾病的患病者与未患病者的某

项医学指标有明显差异 ，经过大量调查 ，得到如下

所示的患病者和未患病者该指标的频率分布直方

图（图 １） ：

图 １

利用该指标制定一个检测标准 ，需要确定临

界值 c ，将该指标大于 c的人判定为阳性 ，小于或

等于 c的人判定为阴性 ，此检测标准的漏诊率是

将患病者判定为阴性的概率 ，记为 p （c） ；误诊率

是将未患病者判定为阳性的概率 ，记为 q（c） ．假

设数据在组内平均分布 ，以事件发生的频率作为

相应事件发生的概率 ．

（１）当 p （c） ＝ ０.５％ 时 ，求临界值 c 和误诊
率 q（c） ；

（２）设函数 f （c） ＝ p （c） ＋ q（c） ，当 c ∈ ［９５ ，

１０５］时 ，求 f （c）的解析式 ，并求 f （c）在区间［９５ ，

１０５］上的最小值 ．

解析  （１）由患病者的指标频率分布直方图

可得 ，数据落在区间［９５ ，１００］的频率为 ０.００２ × ５ ＝

０ ．０１ ，当漏诊率 p （c） ＝ ０.５％ 时 ，易得临界值 c ＝

９７.５ ．再根据未患病者的指标频率分布直方图 ，数据

大于临界值 ９７.５时 ，对应的频率为（１００ － ９７.５） ×

０.０１ ＋ ０.００２ × ５ ＝ ０.０３５ ，所以 q（c） ＝ ３.５％ ．

（２）当 c ∈ ［９５ ，１００） 时 ，p （c） ＝
c － ９５

５
×

０.００２ ，q（c） ＝
１０５ － c

５
× ０.０１ ＋ ５ × ０.００２ ，所以

f （c） ＝ p （c） ＋ q（c） ＝ － ０.０１６c ＋ ０.１７２ ．当

c ∈ ［１００ ，１０５］时 ，p（c） ＝ ５ × ０.００２ ＋
c － １００

５
×

０.０１２ ，q（c）＝ １０５ － c
５

× ０.００２ ，所以 f （c）＝ p（c）＋

q（c） ＝ ０.００２c － ０.１８８ ． 综上可知 f （c） ＝

－ ０.１６c ＋ ０.１７２ ，c ∈ ［９５ ，１００） ，

０.００２c － ０.１８８ ，c ∈ ［１００ ，１０５］ ．
因此 ，当 c ＝

１００时 ，f （c）min ＝ f （１００） ＝ ０.０１２ ．

评析  本题情境来自于现实生活题 ，融合了

概率 、统计 、函数等相关知识 ，让学生利用积累的

基本活动经验确定临界值 ，制定合理的检测标准 ，

让误诊率和漏诊率得以平衡 ，较好地体现了数学

学科的应用价值 ．类似的 ，试卷的第 ８ ，１０ ，１２等题

根据探究性学习中的实践结论 ，可以快速地给出

答案 ，为一类题的解决思路提供一种策略 ．

1 ．4  注重基本思想的引领 ，发展创新性

数学思想是对具体事物的理性认识的升华 ，

是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基本的思维方

式和方法 ．数学的基本思想对于提高学生的数学

水平具有引领作用 ，将对学生未来的学习和工作

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学数学中的基本思想主要包

括函数与方程 、分类讨论 、数形结合 、转化与化归

思想以及概率中的随机思想 、统计推断思想等 ．

典例 4  （新课标 Ⅱ 卷第 ２２题）（１）证明 ：当

０ ＜ x ＜ １时 ，x － x ２
＜ sin x ＜ x ；（２）已知函数

f （x ） ＝ cos ax － ln（１ － x ２
） ，若 x ＝ ０是 f （x ）的

极大值点 ，求 a的取值范围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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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１）令 g（x ）＝ x － sin x ，所以 g′（x ）＝
１ － cos x ≥ ０ ，得 g（x ）在（０ ，１）上单调递增 ，所以

g（x ） ＞ g（０） ，即 x － sin x ＞ ０ ，故 sin x ＜ x ．

令 h（x ） ＝ x － x ２
－ sin x ，则 h′（x ） ＝ １ －

２ x － cos x ，再令 m（x ） ＝ １ － ２ x － cos x ，则

m′（x ） ＝ － ２ ＋ sin x ＜ ０ ，所以 m（x ）在（０ ，１）上

单调递减 ，所以 h′（x ） ＝ m（x ） ＜ m（０） ＝ ０ ，所以

x － x ２
＜ sin x ．综上 ，当 ０ ＜ x ＜ １时 ，x － x ２

＜

sin x ＜ x 成立 ．

（２）由题知 ，函数 f （x ）的定义域为（－ １ ，１） ，

f′（x ） ＝ － asin ax ＋
２ x

１ － x ２ ，则 f′（０） ＝ ０ 且

f′（x ）为奇函数 ，所以 f″（x ） ＝ － a２ cos ax ＋

２（１ ＋ x ２
）

（１ － x ２
）
４ ，f ‴（x ） ＝ a３ sin ax ＋

２（３ ＋ x ２
）

（１ － x ２
）
４ ．① 当

a ＝ ０时 ，易知 x ＝ ０是 f （x ）的极小值点 ，不符合

题意 ；② 当 a ＞ ０时 ，令 min π

２a ，１ ＝ t ，则当 ０ ＜

x ＜ t 时 ，sin ax ＞ ０ ，从而 f ‴（x ） ＞ ０ ，所以

f″（x ）在（０ ，t）上单调递增 ，所以 f″（x ） ＞ f″（０） ＝
２ － a２

．若 ２ － a２
≥ ０ ，即 ０ ＜ a ≤ ２ 时 ，f″（x ） ≥

０ ，所以 f′（x ） 在 （０ ，t） 上单调递增 ，所以

f′（x ） ＞ f′（０） ＝ ０ ，故 f （x ）在（０ ，t）上单调递
增 ．又 f′（x ）为奇函数 ，知 f （x ）在（－ t ，０）上单
调递减 ，故 x ＝ ０是 f （x ）的极小值点 ，不符合题

意 ．若 ２ － a２
＜ ０ ，得 a ＞ ２ 时 f″（x ） ＜ ０ ，而

f″ π

２a ＞ ０ ，故 f″（x ）在（０ ，t）上有唯一零点 x １ ，

于是当０ ＜ x ＜ x １ 时 ，f″（x ） ＜ ０ ，当 x １ ＜ x ＜ t
时 ，f″（x ） ＞ ０ ．又 f′（x ）为奇函数 ，故 f′（x ）在
（ － x １ ，０）上单调递增 ，f′（x ）在（０ ，x １ ）上单调递

减 ，故 x ＝ ０是 f （x ）的极大值点 ，符合题意 ．③ 当

a ＜ ０ 时 ，令 － a ＝ m（m ＞ ０） ，则 f′（x ） ＝

msin（－ mx ） ＋ ２ x
１ － x ２ ＝ － msin（mx ） ＋ ２ x

１ － x ２ ，

由前面分析知 ，m ＞ ２ ，即 a ＜ － ２ ．综上 ，a的取
值范围是（－ ∞ ，－ ２ ） ∪ （ ２ ，＋ ∞ ） ．

评析  本题将导数与三角函数融合 ，属于一

道创新题 ，重点考查了函数的单调性 、导数 、极值 、

函数不等式等知识 ，在对导函数的深入分析中 ，体

现了数学中的分类讨论 、函数与方程 、化归与转化

等思想 ，凸显数学抽象 、逻辑推理 、数学运算等

素养 ．

2  教学思考 ：以评促教 ，上通高考 ，下达

课堂
2 ．1  既要设置情境 ，也要脱离情境

在教学中 ，我们常常会通过设置一个情境来

引入相关概念 ．然而 ，在抽象出概念之后 ，我们却

经常忽视了脱离情境的过程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

标准（２０１７年版）》（下称“课标 ２０１７”）中指出 ，教

学情境的创设要有利于发展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２］
．

案例 1  （新课标 Ⅱ 卷第 １２题（多选））在信

道内传输 ０ ，１信号 ，信号的传输相互独立 ．发送 ０

时 ，收到 １的概率为 α（０ ＜ α ＜ １） ，收到 ０的概率

为 １ － α ；发送 １时 ，收到 ０的概率为 β（０ ＜ β ＜

１） ，收到 １的概率为 １ － β ．考虑两种传输方案 ：单

次传输和三次传输 ．单次传输是指每个信号只发

送 １次 ，三次传输是指每个信号重复发送 ３次 ．收

到的信号需要译码 ，译码规则如下 ：单次传输时 ，

收到的信号即为译码 ；三次传输时 ，收到的信号中

出现次数多的即为译码（例如 ，若依次收到 １ ，０ ，

１ ，则译码为 １）（  ） ．

A ．采用单次传输方案 ，若依次发送 １ ，０ ，１ ，则

依次收到 １ ，０ ，１的概率为（１ － α）（１ － β）
２

B ．采用三次传输方案 ，若发送 １ ，则依次收到

１ ，０ ，１的概率为 β（１ － β）
２

C ．采用三次传输方案 ，若发送 １ ，则译码为 １

的概率为 β（１ － β）
２
＋ （１ － β）

３

D ．当 ０ ＜ α ＜ ０ ．５时 ，若发送 ０ ，则采用三次

传输方案译码为 ０的概率大于采用单次传输方案

译码为 ０的概率

解析  设事件 A １表示发送０收到１ ，事件 A ２

表示发送 ０收到 ０ ；设事件 B１ 发送 １收到 ０ ，事件

B２ 表示发送 １收到 １ ．因为信号的传输是相互独
立的 ，所以 P（A １ ） ＝ α ，P（A ２ ） ＝ １ － α ，P（B１ ） ＝

β ，P（B２ ） ＝ １ － β ．

对于选项 A ，若依次发送 １ ，０ ，１ ，则依次收到 １ ，

０ ，１的概率 P１ ＝ P（B２ A２ B２ ）＝ P（B２ ）P（A２ ）P（B２ ）＝

（１ － β）（１ － α）（１ － β） ＝ （１ － α）（１ － β）
２
，故 A

正确 ．

对于选项B ，采用三次传输方案 ，若发送 １ ，则

依次收到 １ ，０ ，１ 的概率 P２ ＝ P（B２ B１ B２ ） ＝

P（B２ ）P（B１ ）P（B２ ） ＝ （１ － β）β（１ － β） ＝ β（１ －

β）
２
，故 B正确 ．

对于选项C ，采用三次传输方案 ，若发送 １ ，则

译码为 １ ，包含收到的信号为 １ ，１ ，１或收到的信号

有两次为 １ ，一次为 ０ ，它的概率 P３ ＝ （１ － β）
３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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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２
３ （１ － β）

２

β ，故 C错误 ．

对于选项 D ，发送 ０ ，则采用三次传输方案译

码为 ０的概率 P４ ＝ （１ － α）
３
＋ C２

３ （１ － α）
２
α ，单次

传输方案译码为 ０的概率 P５ ＝ １ － α ，所以 P４ －

P５ ＝ （１ － α）
３
＋ C２

３ （１ － α）
２
α － （１ － α） ＝ α（１ －

α）（１ － ２α） ．当０ ＜ α ＜ ０ ．５时 ，易得 P４ － P５ ＞ ０ ，

故 D正确 ．

所以本题答案为 ABD ．

启示  本题设置的是一个信道传输信号的

现实情境 ，旨在考查对新概念 、新知识的理解 ．在

脱离这个情境后 ，单次传输和三次传输对应的是

概率和二项分布问题 ．这种脱离情境的方法是为

了解决问题 ，将问题转化为数学语言 ，并抽象出数

学问题 ，从而培养数学抽象和数学建模等核心

素养 ．

通过情境设置和脱离情境的两个过程 ，可以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 ，建立与实际生活的联

系 ．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数学的本质 ，从而更

好地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 ，提高数学学习的效果 ．

2 ．2  既要课时教学 ，也要主题教学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２０１７年版）》指出 ，要重

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 ，使课程内容结构化 ，以

主题为引领 ，使课程内容情境化 ，促进学科核心素

养的落实” ．通过主题式教学 ，我们可以将各个知

识点有机地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

让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 ．

案例 2  （新课标 Ⅱ 卷第 １０题（多选））设 O
为坐标原点 ，直线 y ＝ － ３ （x － １）过抛物线 C ：

y２
＝ ２ p x （p ＞ ０）的焦点 ，且与 C交于M ，N两点 ，

l为 C的准线 ，则（  ） ．

A ．p ＝ ２

B ．MN ＝
８

３

C ．以 MN 为直径的圆与 l相切
D ．△ OM N 为等腰三角形
解析  由题意知抛物线焦点为（１ ，０） ，所以

p
２

＝ １ ，即 p ＝ ２ ，故 A 正确 ．

联立 y ＝ － ３ （x － １） ，

y２ ＝ ４x ，
消去 y ，得 ３x２

－ １０x ＋

３ ＝ ０ ，解得 x ＝
１

３
或 ３ ，所以 M １

３
，
２ ３

３
，N（３ ，

－ ２ ３） ．因此 ，MN ＝
１

３
－ ３

２

＋
２ ３

３
＋ ２ ３

２

＝

１６

３
．也可以利用抛物线中的结论 MN ＝

２ p
sin２ θ

，

θ为过焦点的直线的倾斜角 ，得MN ＝
４

sin２ ２π
３

＝
１６

３
，

故 B错误 ．

由 M １

３
，
２ ３

３
，N （３ ，－ ２ ３ ） ，得以MN为直

径的圆的圆心为 ５

３
，－

２ ３

３
，又半径 r ＝

MN
２

＝

８

３
，圆心到准线 l的距离 d ＝

５

３
＋ １ ＝

８

３
．因此 ，以

MN 为直径的圆与 l 相切 ．也可以利用抛物线的

定义 、梯形中位线定理以及切线的判定得到 ，故 C
正确 ．

因为 MN ＝
１６

３
，OM ＝

１３

３
，ON ＝ ２１ ，所以

△ OM N 不是等腰三角形 ，故 D错误 ．

本题正确答案为 AC ．

启示  本题旨在考查抛物线的概念以及直

线与抛物线的位置关系 ，通过直线与抛物线方程

的联立 ，要求学生能理解运算对象 ，探究运算思

路 ，提升学生的运算素养 ．因此 ，教学中不仅要注

重课时教学 ，还要采用主题式教学 ．例如 ，以本题

为中心就可以从“抛物线的焦点弦性质” 的视角

设计一节主题教学活动 ，让学生能够从整体上把

握所学的知识 ，构建良好的知识网络 ，加深对数学

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提高数学素养和应用能力 ．

2 ．3  既要问题引领 ，也要自主探究

教师在问题导向学习中的角色不仅仅是传授

知识 ，更应该是引导学生探索知识 ，激发他们的学

习兴趣和动力 ，让学生成为自主学习者和问题解

决者［３］
．教学中 ，教师需要引领学生掌握基本的解

题思路和方法 ，同时也要给予学生充分自主探究

的空间 ，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尝试 、发现和总结 ．

只有这样 ，学生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 ，培养解

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 ．

案例 3  （新课标 Ⅱ 卷第 １８题）已知｛an｝为

等差数列 ，bn ＝
an － ６ ，n为奇数 ，

２ an ， n为偶数 ．
记 S n ，T n 分别

为｛an｝ ，｛bn｝的前 n项和 ，S４ ＝ ３２ ，T ３ ＝ １６ ．

（１）求｛an｝的通项公式 ；

（２）证明 ：当 n ＞ ５时 ，T n ＞ Sn ．

解析  （１）设｛an｝的首项为 a１ ，公差为 d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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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４ ＝ ３２ ，得４a１ ＋ ４ × ３

２
d ＝ ３２ ，即２a１ ＋ ３d ＝ １６ ① ．

由 T ３ ＝ １６ ，得 b１ ＋ b２ ＋ b３ ＝ １６ ，所以（a１ － ６） ＋

２a２ ＋ （a３ － ６） ＝ １６ ，即 a２ ＝ ７ ＝ a１ ＋ d ② ．联立
① ② ，得 a１ ＝ ５ ，d ＝ ２ ，所以 an ＝ ２n ＋ ３ ．

（２）由（１）知 ，Sn ＝
n（a１ ＋ an ）

２
＝ n２

＋ ４n ．当

n为奇数时 ，T n ＝ （b１ ＋ b３ ＋ ⋯ ＋ bn ） ＋ （b２ ＋

b４ ＋ ⋯ ＋ bn －１ ） ＝ （a１ ＋ a３ ＋ ⋯ ＋ an ） － ６ ×
n ＋ １

２
＋

２（a２ ＋ a４ ＋ ⋯ ＋ an －１ ） ＝ ２Sn － （a１ ＋ a３ ＋ ⋯ ＋

an ） － ３（n ＋ １） ＝ ２S n －
n ＋ １

２
×

a１ ＋ an

２
－ ３（n ＋

１） ， 所 以 T n － Sn ＝
n２

－ ３n － １０

２
＝

（n ＋ ２）（n － ５）

２
，故当 n ＞ ５时 ，T n － Sn ＞ ０ ，即

T n ＞ S n 成立 ．当 n为偶数时 ，n － １ 为奇数 ，则
T n － S n ＝ T n －１ － S n －１ ＋ bn － an ＝

（n － １）
２
－ ３（n － １） － １０

２
＋ ２ an － an ＝

n（n － １）

２
＞ ０ ，即 T n ＞ S n 成立 ．综上可知 ，当

n ＞ ５时 ，T n ＞ S n 成立 ．

启示  本题融合等差数列中的奇偶项 、分组

求和 、不等式等问题 ，考查了学生的分类讨论思想

和探究问题的能力 ．教师在教学中要有问题意识 ，

找到学生学习的困难点 ，发挥教师的引领作用 ，注

重启发式教学 ，让学生从一道题出发自主探究一

类问题的解法 ．

2 ．4  既要落实“四能” ，也要优化评价

“课标 ２０１７”指出 ，“数学教学要培养学生发

现问题 、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对于“四能”的落实 ，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曾

说过 ：“在很大程度上 ，教学的艺术在于使新问题

的难度大到能激励思考 ，小到自然注意到的新奇

因素能引起疑惑 ，能使学生从熟悉的事物中获得一

些启发点 ，并从中产生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建议 ．”

案例 4  （新课标 Ⅱ 卷第 １５题）已知直线 l ：
x － my ＋ １ ＝ ０与 ⊙ C ：（x － １）

２
＋ y２

＝ ４交于 A ，

B两点 ，写出满足“ △ A BC面积为 ８

５
”的 m的一个

值    ．

解析  设点 C到直线 AB的距离为 d ，由弦

长公式得 AB ＝ ２ ４ － d２
，所以 S △ A BC ＝

１

２
d ·

２ ４ － d２
＝

８

５
，解得 d ＝

４ ５

５
或 d ＝

２ ５

５
．由 d ＝

| １ ＋ １ |
１ ＋ m２

＝
２

１ ＋ m２
，所以

２

１ ＋ m２
＝

４ ５

５
或

２

１ ＋ m２
＝
２ ５

５
，解得 m ＝ ± ２或 m ＝ ±

１

２
．

启示  该题是以直线与圆相交为背景创设

的一道开放性问题 ．先求出弦长 AB ，再把点 C到
直线 A B的距离表示出来 ，结合面积公式即可求

出结果 ．如果考虑到直线 AB过定点（－ １ ，０）恰好

在圆 C上 ，会减少一点运算量 ，体现了数形结合

思想 ．

教师不但是教与学的组织者 、引导者与合作

者 ，更是扮演着评价者的角色 ．在评价学生数学学

科核心素养是否达成时 ，“课标 ２０１７”建议设计一

些开放性的题目作为评价工具之一 ．这样可以更

加全面地考查学生的数学能力和思维水平 ，避免

过度依赖单一的评价指标 ．因此 ，我们应该在教学

中利用一些开放性试题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更好地提升学生“四能” 的

发展 ．

3  结语

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 ，不仅承载

选拔和评价的功能 ，而且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

载体和素质教育的关键环节［４］
．作为一名数学教

师 ，我们必须深入研究高考试题 ，不仅是为了让学

生能够顺利地应对考试 ，更是为了有效地给学生

传授知识 ．既要上通高考 ，也要下达课堂 ；既要有

理论引领 ，也要进行教学实践 ，并以“课标 ２０１７”

中的教学目标为导向 ，实现教 、学 、评的一致性 ．这

样才能够真正实现教育目的 ，更好地服务于学生

的学习需求 ，为他们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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