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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几何作为高考考查的热点问题，一直是一些学者研究的

方向之一，通过对历年真题的研究可以发现，立体几何问题的研

究方向主要包含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分析，例如一题多解，除此之

外，比较常见的研究方向还有结合实际课程的教学设计，笔者通

过研究2021 年高考真题，发现立体几何问题的命题角度稳中有

变，整体呈现出推陈出新的状态，故本文结合2021年高考真题，

对立体几何的考查新方向作出相关总结。

1　立体几何考查现状

随着新高考模式的到来，更多地区适应高考改革趋势，采

用高考科目“3+3”的新模式，不分文理科.数学这一学科作为学

生的必考科目，且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新高考这一模式下也发

生了相应的变化，本文将对新旧高考数学中“立体几何”这一重

要考点进行解析。

在没有实行新高考模式的地区采用的是全国卷，实行新高考

模式地区采用的是新高考卷，两者在2021 的高考中立体几何的

题型分布如下：

表 1      2021年高考真题中的立体几何题型分布

注：全国甲卷、乙卷仅统计了理科试题

由此可见，在 2021 年的新旧高考模式中，立体几何考查

的题目数量类似，为2道小题（填空题和选择题），1道大题.小

题的主要考察内容是空间三视图的判断；线、面平行垂直的判定

及性质；棱锥、棱柱以及旋转体（球、圆锥、圆柱和圆台）的表

面积和体积计算.大题的命题模式通常采用“证明＋求角度”的

思路，证明题主要涉及的内容有：线线垂直或平行、线面垂直或

平行以及面面垂直或平行；求角度主要包括求线线角、线面角和

二面角，其中求二面角的考查频率较高.学生在解题过程中，“证

明”部分通常采用几何的方法，“求角度”大多数采用空间向量

的方法。

2021 年的立体几何题目设置中，新高考Ⅰ卷选择题中就考

察了圆锥及其展开图的内容，大题中“证明题”考察了证明线

线垂直，“求角度”中结合二面角计算三棱锥的体积.新高考Ⅱ

卷联系实际，构建几何模型，结合球的表面积进行考查.全国乙

卷则是考查空间三视图的内容.总体难度中等，考查了考生的空

间想象能力、思维转换能力和阅读理解、数学建模的素养.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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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几何问题的考查难度一般属于中档题型居多，对学生具有较

好的区分度，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解决立体几何大题时，要注意

解题规范，否则将会导致不必要的失分.下面将对2021年高考中

的立体几何题进行较为详细的解析。

2　2021年高考立体几何命题特点

2.1 重视基础，考查基本能力

高考中对于立体几何的命题注重考查学生对于基本知识的掌

握能力，有利于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解答题目，加深对基本知

识的理解和应用，如2021年新高考Ⅰ卷第三道选择题就考查了圆

锥的基本知识。

已知圆锥的底面半径为 2 ，其侧面展开图为一个半圆，

则该圆锥的母线长为（）。　　

A ．2     B． 22    C．4    D． 24
这道题考查了学生对于旋转体的理解和应用，解题的关键是

掌握圆锥底面周长即为侧面展开图的弧长，运用圆的面积公式进

行求解.这道题属于常规题型，但相对于旧模式的高考，它在考查

的形式上又有一定的创新.新模式下的高考减去了空间三视图这一

部分的内容，在立体几何小题中一般考查两道题目的情况下，一

道题基本上是与球相关的考点，经常以求内切球和外接球的形式

出现.那另一道题会考查什么知识点呢？线面关系和角度求解一般

会在大题中出现，斜二测画法这些又不常考，所以命题者就从旋

转体出发，结合一些基本概念及公式进行考查。

2.2 联系实际，融入数学文化

数学作为一门有着较强理性思维的学科，将其与优秀的传

统文化相结合，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更能体现高考的意义和

育人导向作用.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开始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通过展示人们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智慧，能

够增强学生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对数学产生更浓烈的兴趣.在

2021年新高考Ⅱ卷第四道选择题中，就将数学和实践结合起来进

行考查。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航天事业的重要成果．在

卫星导航系统中，地球静止同步卫星的轨道位于地球赤道所在平

面，轨道高度为3600k m（轨道高度是指卫星到地球表面的距

离）．将地球看作是一个球心为O，半径r 为 6400km 的球，其

上点A 的纬度是指OA 与赤道平面所成角的度数．地球表面上能

直接观测到一颗地球静止同步轨道卫星点的纬度最大值为a ，

记卫星信号覆盖地球表面的表面积为 22 (1 cos )S rp a= - （单

选择题（道） 填空题（道） 大题（道）

全国甲卷 2 0 1

全国乙卷 1 1 1

新高考Ⅰ卷 2 0 1

新高考II卷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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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2km ），则 S 占地球表面积的百分比约为（    ）

A．26%    B．34%    C．42%    D．50%

该题以中国航天领域的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为背景进

行设计，情境真实，突出理论联系实际.要求考生理解题意，根据

文字描述构建出几何模型是解题的关键.考生要能够构建出计算的

模型，表示出观测的纬度最大值，掌握球的表面积公式，正确应

用几何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3 坚持创新，注重灵活命题

高考在立体几何的命题中也追求创新，不局限于往年已有的

题型，科学把握数学题型的开放性与数学思维的开放性，稳中求

新，全面体现了高考数学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的考

查要求。

例如，2021 年全国乙卷的第四道填空题为：

以图①为正视图，在图②③④⑤中选两个分别作为侧视图和

俯视图，组成某个三棱锥的三视图，则所选侧视图和俯视图的编

号依次为＿＿＿。

（写出符合要求的一组答案即可）．

该题考查了三棱锥的三视图，需要学生掌握三视图中各个图

形边长的等量关系，以及对于三视图中特殊线条能够还原到原立

体图形中，需要较强空间想象力，属于中等题.这道题的创新点在

于开辟了一种新的命题模式，即以半开放性的形式命题.它不是全

开放的，因为它的答案是有限的，但是它又不局限于唯一的答案，

有两组正确的答案，考生只需写出其中一组即可，有多种解题方

案可供考生选择，考查了空间想象能力，具有较好的选拔性.

又如2021 年新高考Ⅰ卷第四道大题为：

如图，在三棱锥A-BCD 中，平面ABD ⊥平面BCD，AB=AD，

O 为 BD 的中点．

（1 ）证明：O A ⊥ C D ；

（2）若△OCD是边长为1的等边三角形，点E在棱AD上，DE=2EA，

且二面角E-BC-D 的大小为45°，求三棱锥A-BCD 的体积．

该题考查了面面垂直和线面垂直的性质，在求解有关空间角

问题的时候，一般要建立合适的空间直角坐标系，将空间角问题

转化为空间向量问题，属于中档题.这道题的命题符合“证明＋求

角度”的套路，但在第二小题结合新高考模式有一定的创新.在旧

高考模式中，数学考试有分文理科，理科的立体几何大题主要以

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求解二面角为主，而文科主要从几何关系

出发，计算立体几何图形的体积为主.新高考模式下不再分文理

科，而这道题个就正好把文科的体积计算和理科的二面角融入到

一个题目中，在题型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1]。

3　教学启示

立体几何是数学中研究三维空间中物体的形状、大小和位置

关系的重要内容，而三维空间是人们生存发展的现实空间，所

以，学习立体几何对于学生更好地认识、理解现实世界，更好

地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作为教师，帮助学生逐步形成

空间想象能力，培养学生对几何学习的兴趣，增进学生对几何

本质的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教师在立体几何教学方面应

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熟悉题型，注重积累。教师应对考试的题型十分熟悉

并理解透彻，知道每一道题目所考查的知识点以及想要培养学生

哪方面的能力，把类似的题型进行归类整理，注重题目的积累.在

课堂上可通过先讲解知识点，然后将知识点应用到例题中给学生

进行演示，让学生进一步地理解并学会如何运用知识点解题，再

让学生独自尝试解题，真正掌握知识点，打下牢固的基础。

第二，联系数学文化，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应将数学

文化融入到课堂中，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引导学生运

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关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科

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设计真实问题情境，体现数学的应用价

值.将我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数学文化给学生讲解介绍，增强

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增强对国家认同感，增强理想信

念与爱国情怀。

第三，与时俱进，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主要包括数学抽象、数学逻辑思维能力、建模、运算、联想、分

析等，教师在给学生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之时，也应科学把握数

学题型的开放性与数学思维的开放性，稳中求新，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关注高考内容改革总体要求，结合新时代的科学技术，利

用模型和幻灯片等，启发、引导学生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从而

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抽象的起始课上得具体、生

动，内容多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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