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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年高考真题，提升二轮复习效益

?江苏省华罗庚中学　史 莺

　　高考评价体系由“一核（考查目的：立德树人、服

务选才、引导教学———为什么考）四层（考查内容：必

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 ——— 考什么）

四翼（考查要求：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创新性 ———

怎么考）”组成，因而对高考真题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

点展开：命题目的、命题思路、命题方法、命题趋势、高

考真题与数学教材的联系等．有效研究历年高考真

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二轮复习的针对性与目的

性，提高复习效益．

一、研究历年考题找共性

以新课标高考全国卷Ⅰ为例，就近５年全国新课

标高考立体几何部分考点分析如下：

年份
文科卷 理科卷

题型 题号 分值 考点 题型 题号 分值 考点

２０１５

选择 ６ ５ 圆锥的体积 选择 ６ ５ 圆锥的体积

选择 １１ ５ 三视图识图，求解表面积 选择 １１ ５ 三视图识图，求解表面积

解答 １８ １２
以四棱锥为载体证明面面垂直，

求解三棱锥的侧面积
解答 １８ １２

以四棱锥为载体证明面面垂直，

求解异面直线所成的角

２０１６

选择 ７ ５ 三视图识图，求解表面积 选择 ６ ５ 三视图识图，求解表面积

选择 １１ ５
以正方体为载体求解异面直线

所成的角
选择 １１ ５

以正方体为载体求解异面直线

所成的角

解答 １８ １２
以正三棱锥为载体证明线段中

点，求解四面体的体积
解答 １８ １２

以五面体为载体证明面面垂直，

求解二面角

２０１７

选择 ６ ５ 空间线面平行的判定 选择 ７ ５ 三视图识图，求解表面积

填空 １６ ５ 球内接三棱锥问题，球的表面积 填空 １６ ５ 三棱锥体积的计算与应用

解答 １８ １２
以四棱锥为载体证明面面垂直，

结合四棱锥的体积求解其侧面积
解答 １８ １２

以四棱锥为载体证明面面垂直，

求解二面角

２０１８

选择 ５ ５ 空间几何体的性质，圆柱的表面积 选择 ７ ５ 三视图识图，圆柱的性质

选择 ９ ５ 三视图识图，圆柱的性质 选择 １２ ５ 立体几何中的最值问题

选择 １０ ５
线面角的应用，空间几何体的体

积
解答 １８ １２

以平面几何图形的折叠为载体

证明面面垂直，求解线面角

解答 １８ １２
以平面几何图形的折叠为载体证

明面面垂直，求解三棱锥的体积

２０１９

填空 １６ ５
直线与平面的位置，点到平面的

距离
选择 １２ ５ 三棱锥的外接球体积

解答 １９ １２
以直四棱柱为载体证明线面平

行，求解点到平面的距离
解答 １８ １２

以直四棱柱为载体证明线面平

行，求解二面角

　　综合以上考点分析，历年高考中立体几何部分的

考题共性总结如下：

（１）地位角度：立体几何在高考中一直占据重要

的地位，总体稳定，稳中求新．

（２）方向角度：考题遵循《考试大纲》和《考试说

明》，立足基础，贴近教材，突出能力考查．

（３）题型角度：选择题、解答题为主，有二至三题，

“一大二小”或“一大一小”，分值在１７－２２分左右．

（４）难度角度：以容易题和中档题为主，小题一般

处于选择题中间或靠后位置，大题位于解答题第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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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位置．

（５）考点角度：重点考查点、线、面位置关系的判

定与证明、三视图、表面积与体积、与其他知识结合

等，线线角、线面角、二面角的计算等．

利用以上高考中立体几何部分的考题共性，可以

有效指导二轮复习．

二、研究近年考题找趋势

以新课标高考全国卷Ⅰ理科为例，近四年函数与

导数部分知识在高考中对应的题型、题号、分值以及

涉及考点如下：

年份 题型 题号分值 涉及考点

２０１６

选择题 ７ ５ 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选择题 ８ ５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的性质

解答题 ２１ １２
求解参数的取值范围、极值点

偏移问题

２０１７

选择题 ５ ５ 函数的奇偶性问题

填空题 １６ ５ 与立体几何结合求解最值

解答题 ２１ １２
函数的单调性、函数的零点、

参数范围问题

２０１８

选择题 ５ ５ 函数的切线方程

选择题 ９ ５ 函数的零点

解答题 ２１ １２ 双变量函数与不等式问题

２０１９

选择题 ５ ５ 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填空题 １３ ５ 函数的切线方程

解答题 ２０ １２ 函数的极大值、函数的零点

从以上近年高考新课标试卷的分析来看，２０２０年

高考函数与导数部分的命题趋势预测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有效指导二轮复习，使得复习更有针对

性：

（１）函数的图像与性质的基本应用（以函数图像

的判断与应用为主），函数与其他知识的交汇应用；

（２）函数的基本运算、导数的运算与导数的几何

意义，特别是相应的切线问题（有时直接出现在选择

题或填空题中，解答题主要在文科卷中出现）；

（３）函数的零点与方程的实根分布问题（主要涉

及参数取值范围等问题）；

（４）导数在研究函数的性质（单调性、极值、最值）

中的基本应用（相对简单）；

（５）零点个数的判定或证明，不等式恒成立的证

明问题；

（６）不等式恒成立条件下参数的取值范围问题；

（７）导数在处理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属于“冷点”

问题，经常与其他知识交汇出现，江苏卷当中时有出

现）．

例１　（２０１９·全国卷Ⅰ文、理·５）函数犳（狓）＝

ｓｉｎ狓＋狓

ｃｏｓ狓＋狓
２
在［－π，π］的图像大致为（　　）．

Ａ． 　Ｂ．

Ｃ． 　Ｄ．

解析：由于 犳（－狓）＝
ｓｉｎ（－狓）＋（－狓）

ｃｏｓ（－狓）＋（－狓）２
＝

－ｓｉｎ狓－狓

ｃｏｓ狓＋狓
２ ＝－犳（狓），可知函数犳（狓）是奇函数，其

图像关于坐标原点对称，又结合特殊值，可知犳
π

２（ ）＝
１＋

π

２

π

２（ ）
２＝
４＋２π

π
２ ＞１，犳（π）＝

π

－１＋π
２＞０，故选择答

案Ｄ．

三、研究相同考点找规律

结合以下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９年七年间全国新课标卷

Ⅰ理科数学试题中平面向量知识点的试题分析：

年份 题号 分值 考点

２０１３ １３ ５ 平面向量的数量积及坐标运算

２０１４ １５ ５ 两平面向量的夹角

２０１５ ７ ５ 平面向量的线性运算（分解）

２０１６ １３ ５ 平面向量的数量积及坐标运算

２０１７ １３ ５ 平面向量的模

２０１８ ６ ５ 平面向量的基本定理

２０１９ ７ ５ 两平面向量的夹角

　　其实，平面向量作为沟通代数、几何与三角函数

的一种工具，是高考中解决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试

题一般以选择题或填空题形式出现，主要考查平面向

量的模、平面向量的线性运算、平面向量的数量积及

坐标运算、两平面向量的夹角等，通过这些规律的探

究能有效指导二轮复习过程中有关平面向量知识的

复习．

四、研究不同考卷找特点

结合２０１９年全国６份试卷（包括 Ⅰ、Ⅱ、Ⅲ 中的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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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卷），北京、天津（文、理卷）以及上海、江苏、浙江

卷共１３份高考数学试卷，其共同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

个层面：

（１）紧扣数学学科的命题指导思想，在考查基础

知识的基础上，注重对数学思想方法的考查，注重对

数学能力的考查，展现数学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

同时兼顾试题的基础性、综合性和应用性，重视试题

间的层次性、合理调控综合程度，坚持多角度、多层次

考查，努力实现全面考查数学素养的要求、促进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图１

（２）注重试题的创新性，具

有独立思考能力，具备批判性和

创新性思维．特别关注：开放探

索题，信息迁移题，情境应用题，

以及过程操作题，归纳类比与猜

想题等．

例２　（２０１９·北京卷文·８）

如图１，犃，犅是半径为２的圆周上的定点，犘为圆周上

的动点，∠犃犘犅是锐角，大小为β．图中阴影区域的面

积的最大值为（　　）．

　　Ａ．４β＋４ｃｏｓβ　　　　Ｂ．４β＋４ｓｉｎβ

Ｃ．２β＋２ｃｏｓβ　　　　Ｄ．２β＋２ｓｉｎβ
解析：设圆的圆心为犗，狉＝２，由于∠犃犘犅＝β，结

合圆的性质可得∠犃犗犅＝２∠犃犘犅＝２β，设∠犃犗犘＝

α，则∠犅犗犘＝２π－２β－α，那么图１中阴影区域的面

积犛＝犛扇形犃犗犅＋犛△犘犗犃＋犛△犘犗犅＝
１

２
·２β·狉

２
＋
１

２
狉２ｓｉｎα

＋
１

２
狉２ｓｉｎ（２π－２β－α）＝４β＋２ｓｉｎα－２ｓｉｎ（２β＋

α）＝４β＋２ｓｉｎα－２ｓｉｎ２βｃｏｓα－２ｃｏｓ２βｓｉｎα＝４β

＋２［（１－ｃｏｓ２β）ｓｉｎα －ｓｉｎ２βｃｏｓα］＝４β ＋

２ （１－ｃｏｓ２β）
２
＋ｓｉｎ

２２槡 βｓｉｎ（α － φ） ＝ ４β ＋

２ ２－２ｃｏｓ２槡 βｓｉｎ（α－φ），当ｓｉｎ（α－φ）＝１时，犛ｍａｘ＝

４β＋２ ２－２ｃｏｓ２槡 β＝４β＋２ ４ｓｉｎ２槡 β＝４β＋４ｓｉｎβ，故

选择答案Ｂ．

通过系统研究历年高考真题，梳理高考数学试题

对各知识点的考查意图，了解高考数学试题中各知识

点的命题方向，并结合《考试说明》进行对比，能为新

一届学生的二轮复习备考提供一些展望与指导，并有

效提升二轮复习效益．犉

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檯

（上接第２２页）　 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和数学实际，

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设计与学生生活现实紧密联系

的数学情境引入数学概念．让学生运用数学的思想方

法大胆动手尝试、合作商讨、实战演练，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代数概念的本质，让代数概念真正成为有源

泉、有根据的知识．

２．经历概念形成，注重学生感悟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提出课堂

教学要由“知识、技能、能力”到“知识、技能、素养”的

转变，强调的就是过程与结果同等重要，数学概念课

教学应该体现基本概念的来龙去脉，引导学生经历由

实际情境转化为实际问题，由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

题，由数学问题抽象到数学概念的过程．概念形成的

教学应该围绕着概念的核心组织实施，概念形成实际

上是引导学生掌握同类事物的共同、关键属性的过

程，因此需要由表及里呈现．

３．设计数学活动，历练数学思维

数学概念的获得离不开数学抽象，数学抽象是一

种高水平、高级别的思维，需要学生独立思考和智力

参与；我们不能告诉抽象的结果，要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深度参与数学抽象的过程，最终形成抽象的

结果；因此设计数学活动对于数学概念的形成，对于

提升数学抽象素养有着巨大的作用；概念课教学中，

设计数学活动，让学生在观察、猜想、验证、推理、讨

论、互动等活动中体验数学概念，放手让学生积极想、

大胆猜，你会发现每位学生都有创造的潜能．学生在

观察发现、抽象概括等思维过程中，会有情感的交流、

思维的碰撞；在经历数学概念的发生、发展过程，经历

数学抽象的深度历练后，学生的数学抽象素养就会得

到一定的提升．

总之，代数概念教学不是一种简单的给予、抛送，

而是一种经历，一种体验，一种感悟，一种深化，一种

升华．教师应该深挖概念教学的内涵、外延、前后联系

等资源，并根据学生的知识现状、认识水平、心理特征

精心打磨，这样才能让数学抽象素养在代数概念课教

学中生根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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