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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习考纲，钻研考题

准确把握高考数学命题的特点和方向是提高复习效率的必要条件。

考试说明明确地告诉我们高考考什么、考多难、怎样考，而高考试题

是考试说明的具体体现，因此要认真研读高考考试说明，认真分析高

考数学试题，不仅要明确考试的内容，更要对知识点的能力要求了然

于心，找准高考数学命题的特点，把握高考数学命题的方向，让我们

的复习更有针对性、有效性，有的放矢，减少盲目性，使宝贵的复习

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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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真题是最好的教学素材，在练习高考试题的过程中，总结发

现高考试题的命题规律和试题特点，再针对性地选题和拓展训练，强

化通性与通法，避免偏题与怪题，有效 提高复习效率。

例如，我们发现历年的高考考查“三角函数与解三角形”的解答

题时都用“三角形”作为命题背景，重点考查正弦定理与余弦定理的

运用，兼顾考查了三角形的性质、三角函数的概念与公式、简单的三

角恒等变换等。因此，我们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有意识地加强同类型问

题的针对性训练，要注意控制好难度，紧扣教材、夯实基础 在复习过

程中，做到源于课本、高于课本。



7学习考纲，钻研考题

2018年全国1卷理科

2011年湖南卷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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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一：
根据导函数范围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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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判别式、二次项系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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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考纲，钻研考题
思路一：先代入函数值化简再用韦达定理代入消元

由（1）知， ( )f x 存在两个极值点当且仅当 2a > . 

因为极值点 1 2,x x 满足方程
2 1 0x ax− + = ，所以 1 2 1x x = .不妨设 1 2x x< ，则 2 1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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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考纲，钻研考题
思路二：先移项变形再用韦达定理代入消元

由（1）知， ( )f x 存在两个极值点当且仅当 2a > . 

因为极值点 1 2,x x 满足方程
2 1 0x ax− + = ，所以 1 2 1x x = .不妨设 1 2x x< ，则 2 1x > .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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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 (1) 0g = ，所以 ( ) 0, 1g x x< > ，则 2 2
2

1 2 ln 0x x
x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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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三：设比值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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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考纲，钻研考题

思路四：利用韦达定理消元后转化为对数平均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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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五：代入极值点和极值转化为a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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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k k=

2018年全国1卷理科

历年高考题是最好的备考资料！

2015年全国1卷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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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发现背景，提升能力

中学数学中的知识背景有：

这些背景知识的高考试题频繁出现.

阿基米德三角形1

2

3

4

5

6

极点与极线

阿波罗尼斯圆

平面向量中的等和线

拉格朗日中值定理

泰勒展开式

7 蒙日圆



22发现背景，提升能力

小题大做，太繁琐！



23发现背景，提升能力

对于抛物线问题，二级结论较多，应该熟记，可以达到快速解题。

这是尖子生必备的素质！



24发现背景，提升能力



25发现背景，提升能力

高观点下的初等

数学教学是培养

尖子生的一条重

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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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发现背景，提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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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精编试题，选好载体

在可能的情况下多练习一些是好的，但贵在精选试题。

首先选题应结合《考试说明》的要求和近几年高考题的考查的方向

去选，重点体现“三基”，体现“通性、通法”。

其次学生做题后的思考和总结非常重要，应引导学生每做一道题都

要回想一下自己的解题思路，看看能不能一题多解，举一反三，并注意

合理运算，优化解题过程。

第三对重点问题要舍得花时间，加强解题训练。

第四在复习过程中也要不断做一些应用题，来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高考改革的方向之一。



38精编试题，选好载体

一题多变的训练：



39精编试题，选好载体

一题多解的训练：

（ 2013年新课标Ⅰ卷理15）



40精编试题，选好载体

一题多解的训练：

（ 2013年新课标Ⅰ卷理15）



41精编试题，选好载体

一题多解的训练：

（ 2013年新课标Ⅰ卷理15）



例 1 若cos 2sin 5,α α+ = − 则 tanα =（ ） 

（A）
2
1

    （B）2     （C）
2
1

−    （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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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编试题，选好载体

一题多解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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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编试题，选好载体

一题多解的训练：

这是学习三角恒等式之后的必然，属于掌握知识的层面。

这是必须过关的入门之学。

解法一：  

联立  
2 2

cos 2sin 5
cos sin 1

α α
α α

 + = −


+ =
，消元，得 25sin 4 5 sin 4 0α α+ + = ， 

即 ( )2
5 sin 2 0α + = ，从而得   

2 5sin
5
5cos

5

α

α


= −


 = −

，故 tan 2α = ，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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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编试题，选好载体

一题多解的训练：

这是学生容易想到的另一个方法，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实战的好方法。我

们平时的教学中要引导学生甄别一些方法的适用范畴。

这也是属于入门之学，可以要求学生会，但似乎现在对此要求降低了。

解法二：（“二合一”方法） 

化为 5 sin( ) 5α ϕ+ = − ，即 sin( ) 1α ϕ+ = − ，（其中
1tan
2

ϕ = ） 

所
32
2

kα ϕ π π+ = + （ k Z∈ ），得
32
2

kα π π ϕ= + − ， 

所以
3tan tan 2
2

kα π π ϕ = + − 
 

1 2
tan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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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编试题，选好载体

一题多解的训练：

在学习三角求值过程中，“齐次化”是常用的方法。

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该方法。

解法三：（“齐次化”方法） 

两边平方 2 2cos 4cos sin 4sin 5α α α α+ + = ， 

或 2 2 2 2cos 4cos sin 4sin 5(sin cos )α α α α α α+ + = +  

即 2(2sin cos ) 0α α− = ，即 tan 2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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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编试题，选好载体

一题多解的训练：

这是学习三角恒等式之后对公式的深入理解，仍属于掌握知识的层面。

教师要引导学生多做这样的有益的变形，让学生的功夫“硬”起来。

解法四：（联想） 

变形 
1 2cos sin 1
5 5

α α− −
+ = ，比较 2 2cos sin 1α α+ = ， 

取
1cos
5

α −
= ，

2sin
5

α −
= ，易知 tan 2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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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编试题，选好载体

一题多解的训练：

解法五：（联想） 

注意向量内积结构式： ( , ) ( , )ax by a b x y+ = ⋅  

所以 cos 2sin (1,2) (cos ,sin )α α α α+ = ⋅ ， 

设 (1,2)x =


， (cos ,sin )y α α=


，得 cos , 1x y< >= −
 

，所以 //x y 
， 

即 (cos ,sin ) (1,2)α α λ= ，故 tan 2α = . 

 
能合理地把已学的知识通过“类比联想”整合起来，说明我们掌握的知

识“活”了。

这样跨度的“联想”需要学生平时具备良好的思维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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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编试题，选好载体

一题多解的训练：

“数形结合”看似常用的方法，但学生并不会灵活应用，只有教师的长

期坚持，才能感化学生，使之成为常态。

当学生在解决函数问题时，能把利用图像作为解题的首选时，功夫就获

得了一次实质性的进步。

O
x

y

A(cosα,sinα)

解法六：（数形结合） 

设 cosx α= ， siny α= ，则
2 2

2 5
1

x y
x y

 + = −


+ =
， 

而
2 2

| 5 | 1
1 2

d r−
= = =

+
，故 直线与单位圆相切于点 (cos ,sin )A α α ， 

所以
1tan 2OA

l

k
k

α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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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编试题，选好载体

一题多解的训练：

“配对思想”从高考这一层面看不是常用的方法。

这是学生学习公式sin2x+cos2x=1后对公式的深刻理解和自觉应用，缺乏

教师长期的引领几乎难以达到。

解法七：（配对法） 

cos 2sin 5
sin 2cos t

α α
α α

 + = −


− =
， 

把上述两式平方相加，得 0t = ，即 tan 2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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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编试题，选好载体

一题多解的训练：

“导数”应该是求极值的常用方法，但这个问题的最值隐藏得比较深。

这事实上是对导数、对极值等一系列知识的一种融会贯通。

“不破楼兰终不还”，“灯火阑珊回首处”。

解法八：（导数工具） 

设 cos 2siny α α= +  

因为 min 5y = − 的必要条件是 sin 2cos 0y α α′ = − + = ， 

故 tan 2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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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编试题，选好载体

一题多解的训练：

从不等到等的转化，体现了解题人所具备的灵气。

知识的拓展，可以使人的智慧得到提升。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妙解。

解法九：（利用 Cauchy 不等式） 

2 2 2 25 (cos sin )(1 2 )α α= + + 2(cos 2sin ) 5α α≥ + = ， 

上式等号成立的充要条件是：
cos sin

1 2
α α
= ，即 tan 2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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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多解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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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多解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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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多解的训练：



55有效课堂，注重落实

选择合理的教学方法，复习中运用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方式，能突出

学生的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复习方法才是高效的。

采用“有讲必练（避免随意性），有练必批（了解学生），有批必

评（讲解有针对性），有评必纠（落实为重），有纠必考（及时检测）”

的复习方法，无论什么方法策略，只有学生动起手来，才能真正起到作

用，所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是重中之重！检查、练习、考试、谈话、惩

罚、表扬、评比、激励是常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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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师的角度：精心设计 因材施教 分类推进 整体提高

从学生的角度： 积极思考 适时交流 适当笔记 及时复习

给学生“思考”的时间，理性、独立

给学生“讨论”的空间，合作、探究

给学生说的权利，学生说题（四说）

（1）说考点；（2）说方法；（3）说过程；（4）说体会

（难点，易错点，拓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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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的解题教学常见两种误区：

误区一：

学生思维参与度低，教师热衷单向讲授，甚至解法罗列。

误区二：

不追求深入理解概念、不突出落实通性通法，但追求一些对号入座的所

谓解题规律、应试技巧。

两种现象都造成学生内化程度降低，过分依赖大量练习，题型覆盖，虽

有效果，但投入和收效不成正比，试题一变，往往束手无策。 导致解题

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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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倡导“问题驱动”教学法

1.所谓“问题驱动”教学，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一系列问题为载体，

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自主探究、合作讨论等方式来解决问题，从而达到

学习学科知识、掌握相关方法、提高思维能力等的一种教学方法和策略.

2. 将“问题驱动”教学法，运用于高三基本概念的复习教学，就是围绕基

本概念，按照一定逻辑结构，精心设计“问题串”，引发学生积极思考，

在问题驱动下完成概念复习，促进对概念的深入理解，掌握知识本质，从

而实现将学生的思维从识记、模仿等低层次活动向分析、综合等高层次活

动的飞跃.
问题是数学的心脏



59有效课堂，注重落实

斜率之积为定值
1.平面上一动点 ( , )P x y 与两点 ( 2,0), (2,0)A B− 的连线的斜率之积是

3
4

− ，求点P的轨迹方程．              

2.椭圆
2 2

1
4 3
x y

+ = 上任一点P与两点 ( 2,0), (2,0)A B− 的连线的斜率之积是      

你发现了什么？                  

探究：（1）椭圆
2 2

2 2 1x y
a b

+ = 上任一点P与两点 ( ,0), ( ,0)A a B a− 的连线的斜率之积是                    

（2）椭圆
2 2

2 2 1x y
a b

+ = 上任一点P与椭圆上两定点 0 0 0 0( , ), ( , )A x y B x y− − 的连线的斜率之积是                         

（3）P是椭圆
2 2

2 2 1x y
a b

+ = 上一点，直线 2y x= 与椭圆相交于两点 ,A B ,则直线 ,PA PB的连线的斜率之积是                    



60学会总结 形成网络

选修2-1第41页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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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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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学生复习建议



65学生复习建议

规范答题

分分必争

学会总结

形成网络

二级结论

情有独钟

注重题型

快速作答

01

02

03

04



66学会总结 形成网络

完整的叙述每一个定义、法则、定理

独立完成重要公式推导和定理证明独立完成典型例题、习题的求

解（证明）

尽可能地对典型例题、习题进行变式、引申和推广

1.回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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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习过程中，切忌“高起点、高强度、高要求”，要清楚基础题、

中档题通过训练可以达到要求、拿到分数，而高档题通过训练还不一定达

到效果，题海战术也未必起效。所以，要重视课本、重视基础，切实落实

好“四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数学思想和方法、基本数学活动

经验）。

例如：将直线方程代入圆锥曲线方程，整理成一元二次方程，再利用

根的判别式、求根公式、韦达定理、两点间距离公式、点到直线的距离公

式等可以编制出很多精彩的试题，突出解析几何设而不解的运算本色，也

是解决解析几何问题的“通法”。

2.注重通性通法，淡化特殊技巧



68学会总结 形成网络



69学会总结 形成网络



70学会总结 形成网络



71学会总结 形成网络



72学会总结 形成网络

利用圆锥曲线的定义简化运算：

（1）利用定义判断动点的轨迹方程

（2）利用定义构造焦点三角形建立基本量之间的等量关系

（3）利用定义进行距离之间的转化求最值

利用平面图形的几何性质简化运算：

（1）利用圆的几何性质简化运算

（2）利用三角形内角平分线、中位线等性质简化运算

（3）利用线线平行、线段成比例等性质简化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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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直线或曲线方程的设法简化运算：

（1）直线方程x=ty+m的设法避免考虑斜率不存在的情况并简化运算

（2）多条直线问题中设出关键直线方程达到简化运算的目的

灵活应用向量条件，把握向量本质，力求减少运算量：

（1）简单的向量条件坐标化

（2）通过化简复杂的向量条件，明确向量条件隐含的位置关

系或数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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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式无理函数最值问题

突破策略

换元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新变量的取值范围

（3）利用导数求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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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分子与分母的结构特征，直接利用均值不等式放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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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向量数量积的6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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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形式：

（2）坐标形式：

（3）几何形式： 就是 与 在 方向上的投影的乘积.

（4）极化恒等式：

（5）余弦定理形式：

（6）对角线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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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椭圆中的垂径定理（2013年新课标Ⅰ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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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3

椭圆、双曲线的通径为
22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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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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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曲线的焦点到渐近线的距离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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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四面体的体积为 32
1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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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练与整体练相结合，对重点、热点问题不断强化、反复练

习、落实到位，同时也要注重整体试卷在单位时间内的练习。

3.加强限时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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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各部分内容中重难点：
• 函数中的对称性，周期性，奇偶性，图像之间的关系

• 三角函数中的角度、函数名称的变换技巧

• 三角函数的图像变换问题

• 解三角形问题中已知一边和其对角，求三角形面积，周长或其它表达式的最值问题

• 数列中的隔项处理方法

• 立体几何中的棱柱棱锥的外接球问题

• 解析几何中的离心率求法

• 用导数研究函数的切线，最值、极值、单调性、零点问题、恒成立存在性问题

• 概率中的二项分布与超几何分布的区别

• 概率中的比赛模型、抽取模型、检验模型的处理方法

• 极坐标与参数方程中的直线参数方程的标准与非标准形式， 的几何意义

• 不等式选讲中含绝对值不等式的最值问题

注重题型 快速作答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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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填空题在考试中比例较大，分值较高，在高考成绩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正确率和速度都直接影响高考成绩。

每年高考填选题的最后两题，都具有把关的性质，以能力型问

题为主，有一定的难度。这些问题往往背景新颖，或较为抽象。但

这些题有很多时候不是死算得到的，而是以代入检验、特殊化、排

除法等方法技巧性的求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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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1：特殊法：包括特殊值、特殊图形、特殊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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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2：极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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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3：数形结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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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几个重要函数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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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记一些数据

（1）平方数 

（2）立方数   

（3） 3225 = ， 6426 = ， 12827 = ， 25628 = ， 51229 = ， 1024210 =  

勾股数： 5,4,3     10,8,6   13,12,5 ，  25,24,7  

4
2615sin 0 −

= ，
4

2615cos 0 +
= ， 3215tan 0 −=  

414.12 ≈ ， 732.13 ≈ 236.25 ≈  

099.13ln,693.02ln ≈≈    828.7.2≈e  

提高运算能力



100注重题型 快速作答

提高运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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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运算能力



规范的答题习惯，能让你的整体卷面更整洁，增加印象分，并且让

你在作答的过程中，思路清楚有效率。

规范的答题习惯，可以帮助你多得分，至少不会失去一些应得分。

规范答题 分分必争



103规范答题 分分必争

 思路规范——常规题型很快找到最优解题思路、解题方法。

 运算规范——准确、简洁、快速，掌握必要的运算技巧，立足

一次成功。

 表达规范——步骤齐全（不多不少）、表达准确、推理清楚。

 书写规范———书写工整、字迹清晰、卷面整洁。



104规范答题 分分必争

 规范解题能力，解决“会而不对，对而不全”的现象。

 会做但计算或变形出错；

 会做但使用公式或定理出错（记不牢、记错）；

 会做但求出来的结果不是所求（如求单调增区间而求出了单

调减区间）；

 会做但审题不清导致错误（忘掉题目条件，如在锐角三角形

中，“锐角”两个字没有看到）；

 大致思路有，但思维不够严谨，导致丢掉某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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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而不全”的认识：

对是指最终的结果对，不全是指结果和答案一样但得到的分数

不是满分，对而不全的核心问题是解题过程中思维不够严密，或表

达不够规范或没有条理性.

• 填空题中不等式的解中不写集合符号，填写“正确的序号”

写成了“数字”；

• 解答题中跳步多，没有说明原因直接得到了结果导致扣分；

• 分类不清楚或丢掉某个分类导致丢分。



1.答题工具：

①答选择题时，必须用合格的2B铅笔填涂，如需要对答案进行修

改，应使用绘图橡皮轻擦干净，注意不要擦破答题卡。

②禁止使用涂改液、修正带或透明胶带改错。

③非选择题必须用0.5毫米黑色签字笔作答，作图题可先用铅笔绘

出，确认后，再用0.5毫米黑色签字笔描清楚。

规范答题 分分必争



2. 答题位置：

按题号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切不可超出黑色边框，超出黑

色边框的答案无效。如需对答案进行修改，可将需修改的内容划

去，然后紧挨在其上方或其下方写出新的答案，修改部分在书写

时与正文一样，不能超过该题答题区域的黑色矩形边框，否则修

改的答案无效。

规范答题 分分必争

关键结论写在醒目的位置



3.书写格式 ：

（1） 解与解集：方程的结果一般用解表示(除非强调求解集)；不

等式、三角方程的结果一般用解集(或区间)表示，三角方程的通

解中必须加k∈Z.在写区间或集合时，要正确地书写圆括号、方括

号或花括号，区间的两端点之间、集合的元素之间用逗号隔开.

规范答题 分分必争



4.解题过程 ：

规范答题 分分必争

整洁美观、逻辑思路清晰、概念表达准确、答出关键语句和关键词.

对容易题要详写，过程复杂的试题要简写，答题时要会把握得分点.

先追求做对，再追求做完.

避免“会而不对，对而不全”



几点答题小策略：

规范答题 分分必争

5.注意加强分段得分技术 ：

①缺步解答:解题中遇到一个很难的问题,实在啃不动,一个明智的

策略是,将它分解为一系列的子问题,先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把这种情

况反映出来,说不定起到“柳暗花明”的效果。

谨记：能做几步算几步,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就表达到什么程度,最后

虽不能拿满分,但部分分总是可以拿的。



几点答题小策略：

规范答题 分分必争

5注意加强分段得分技术 ：

②跳步解答：解题过程卡在某一过度环节上时常见的。这时，我们可以先承

认中间结论，往后推，看能否得到结论。如果不能，说明这个途径不对，立即

改变方向；如果能得到预期结论，就回过头来，集中力量攻克这一“卡壳处”。

由于考试时间的限制，“卡壳处”的攻克来不及了，那么可以把前面的写下来，

再写“证实某步之后，继续有……”一直做到底，这就是跳步解答。也许，后

来中间步骤又想出来了，这时不要乱七八糟插上去，可补在后面，“事实上，

某步可证明或演算如下”,以保持卷面的工整。

若题目有两问，第一问想不出来，可把第一问作“已知”，先做第二问，

这也是跳步解答。



几点答题小策略：

规范答题 分分必争

5.注意加强分段得分技术 ：

③退步解答:“以退求进”是一个重要的解题策略,如果我们不能马

上解决的所面临的问题,那么可以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从复

杂到简单,从整体退到部分,从较强的结论退到较弱的结论,总之退到

一个能够解决的问题上来。



几点答题小策略：

规范答题 分分必争

5.注意加强分段得分技术 ：

④辅助解答:一道题目的完整解答,既有主要的实质步骤,也有辅助性

的步骤,实质性的步骤找不到,找辅助解答的步骤也是明智的,有些甚

至是必可少的。辅助解答的内容十分广泛,如准确作图,将题目中的

条件翻译成数学表达式等。对于选择题，“大胆猜测”也是一种

辅助解答，实际上猜测也是一种能力。

谨记：没有办法时数形结合也可以做解答题，但要加上必要的文

字说明及分析过程。



几点答题小策略：

规范答题 分分必争

6.注意加强计算能力 ：

计算能力是高考数学考查的一项基本能力，在评卷过程中，我们

经常看到考生解答的方法和思路都正确，但就是计算出错。很多

解答题都是多步计算，中间步骤的计算出错会直接导致后续解答

相应出错，造成严重丢分。一句话：“不是不会做，而是计算

错！ ”
谨记：计算过程最好在草稿纸上留有痕迹(要计划使用草稿纸，以

便于复查)，尽量减少口算。



规范答题 分分必争

基本概念仔细推敲；

基本题型熟记于心；

基本图形得心应手；

基本方法灵活应用；

基本思路融会贯通；

基本计算精准迅速。

谨记：



规范答题 分分必争

只要把你会做的题都做对，你就是最成功的人！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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