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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课程内容研究 
——高考题中对数列知识点的分析研究 

◆王  玲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摘要：数列是高中学习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近几年数学高考题的分析类

比，我们研究了有关数列的高频考点，如数列的定义，通项公式，求和

公式,以及项与和之间的递推关系等。同时为了学生能在高考中取得满意

的成绩，我们提出了相关的复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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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所谓数列就是指一列数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同时数列在我

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例如在个人投资理财，房屋贷款等方
面我们都可以发现数列的踪影。通过对近几年数学高考题的分析
与类比，我们发现在高考中，数列命题主要有如下特点：第一，
数列问题往往以实际生活为背景，注意考查学生对“双基”的把
握；第二，为了选拔人才，某些数列问题灵活多变，不仅注重对
学生知识掌握程度的考查，更加注重对学生能力的考查；第三，
综合题则以数列为主线索，与其他知识点如方程，极限等相联系，
这需要学生将相关知识点联系起来，并形成较完整的知识体系，
才能使问题得解。 

本文也将围绕以下的观点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阐述数列的定义，例如等比数列和等差数列这两种常

见的数列；（二）总结近几年的数列高考考点，并对解题的思想
方法进行归纳总结；（三）对学生学习数列给与适当的建议，让
学生能够高效学习，从而在高考中强占先机。 

二、数列基本知识点 
（一）数列及通项 
1 数列：按照一定次序排列的一列数称为数列，数列中每一

个数称为该数列的项。 
2 通项公式：如果数列的n项和与序号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

个式子来表示，那么这个公式叫做这个数列的通项公式。 
（二）等差数列及等比数列 
1 数列{ }na 满足 daa nn =− −1  (其中 d 是常数)，这个数列叫做

等差数列。其中 1a 为数列的首项，d 为等差数列的公差。则等差

数列的通项公式为： 

            ( ) ( )*
1 1 Nndnaan ∈−+=  

2 数列{ }na 满足 q
a
a

n

n =+1  (其中 q是常数)，这个数列叫做等差

数列。其中 1a 为数列的首项，q为等差数列的公比。则等比数列

的通项公式为： 

              ( )*1
1 Nnqaa n

n ∈= −  
三、高考中有关数列的考点分析及解题方式 
（一）数列的基本概念 
在近几年的数学高考中，数列的定义及性质大多在选择和填

空这两类题型中进行考查。在高考试题中，对数列的定义及性质
的考查形式灵活多样。这要求学生对基础知识牢固掌握。 

1 数列的定义 
例题 1（2016 上海卷）无穷数列{ }na 由 k个不同的数组成， ns

为{ }na 的前 n 项和，若对任意 *Nn∈ , { }3,2∈ns  ,则 k的 大值为

____ 

解：由题意， { }3,2∈ns ，顾 { }3,21 ∈= nsa 。 

将可能的数列写出，并将其中有相同项的情况舍去，可得: 

（1） ;1,1,0,2 4321 −==== aaaa  

（2） ;1,0,1,2 4321 −==== aaaa  

（3） ;0,1,1,2 4321 =−=== aaaa  

（4） ;1,1,0,3 4321 =−=== aaaa  

（5） ;1,0,1,3 4321 ==−== aaaa  

（6） 0,1,1,3 4321 ==−== aaaa 。 

可写到第 4 项，即 4max =k ，顾答案为 4。 
2 数列的性质 

例题 2 （2015 全国卷） 设 ns 为等差数列{ }na 的前n项和，

若 ,3331 =++ aaa  则 5s =（  ） 

A,5     B,7     C,9     D,11 

解： 53 3331 ==++ aaaa  , ,55,1 353 === asa 所以故选 A 

（二）数列的通项公式 
通过对近五年数学高考题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有关数列的

通项公式也是数学高考题的高频考点之一。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考
察： 

①有关等差数列及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的求解； 
②给出数列（如等比数列和等差数列）的递推公式，求通项

公式。 
例 题 3 （ 2018 全 国 卷 ） 已 知 数 列 { }na 是 满 足

nn annaa )1(2,1 11 +== + 。  

n
ab n

n = ，判断数列{ }nb 的通项公式是否为等比数列，并说明

理由。 

解：{ }nb 是首项为 1，公差为 2 的等比数列，由条件得： 

n
a

n
a nn =

+
+

1
1  

所以 nn bb 21 =+ ，又因为 11 =b  

则{ }nb 是首项为 1，公差为 2 的等比数列。 

（三）数列的求和 
解高考中的数列求和问题，常用的方法有定义法，裂项求和

法，错位相减法等。这些基本方法是要求学生必须熟练掌握，并
通过充分的练习，能在面对类似的考题快速反应，准确完成。 

1 定义法 
例题 4（2015 全国卷）已知数列{ }na 的前n项和{ }ns ，满足

1aas nn −= ， 

且 321 ,1, aaa + 成等差数列。 

求数列{ }na 的通项公式 

求数列








na
1

的前 n 项和为 nT ，求 nT  

解：（1）略 

（2）解（1）可得 n
na 2

11 =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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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错位相减 

例 题 5 （ ） 0 已 知 数 列 { }na 和 数 列 { }nb 满 足

( ),2,1,2 *
111 Nnaaba nn ∈=== +  

( )*
121 11

2
1 Nnbb

n
bb nn ∈−=+++ +  

（1）求 na 与 nb ； 

（2）记数列{ }nnba 的前n项和为 nT ，求 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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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1）由题意知： ( )*
11 2,2 Nnaaa nn ∈== + ，可得 na 是公

比为 2，首项为 2 的等比数列，得 ( )*2 Nna n
n ∈=  

当 1=n 时， ,121 −= bb  故 22 =b 。  

当 2=n 时 ， nnn bbb
n

−= +1
1

， 整 理 得
n
b

n
b nn =

+
+

1
1 , 所 以

( )*Nnnbn ∈= 。 

（2）由（1）知 n
nn nba 2⋅= ，  

因此 ,223222 32 n
n nT ⋅++⋅+⋅+=  ,  

,2232242 143 +⋅++⋅+⋅+= n
n nT   

所以 nT =2+（n+1）·2n+1 ( )*Nn∈  

3 裂项法 

例 6 （ 2017 新 课 标 ） 设 数 列 { }na 满 足

( ) nanaa n 2123 21 =−+++   

（1）数列{ }na 的通项公式； 

（2）求数列








+12n
an 的前 n 项和。 

解：（1）略 

（2）由（1）得{ }na 的通项公式为
12

2
−

=
n

an ，设
12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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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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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前 n 项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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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复习建议 
数列不仅是高中学习的重要内容，而且更为学生今后在高校

中进修高等数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因此数列一直是高考的大热
门。结合近几年对高考的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数列
的复习：（一）重视数列的基础知识。等比数列和等差数列是学
生学习的两个基本数列，二者是一切数列问题的起点以及归宿，

其中蕴含着许多许多思想方法。学生在复习时要注重其产生的过
程。了解数列的性质就可以更快，更准确地求解。例如求一列数
的中间项，就可以利用中项公式来快速求解。（二）数列求和是
学生学习数列的一大难点。学生在复习时既要掌握定义法，也要
掌握错位相减法，倒叙相加等间接求和的方法，若两者皆无法求
得问题的解时，就不得不考虑数学归纳证明法。（三）在高考题
中，对数列的考查既有单独考查，但为了加大考查的难度往往与
其他知识点联合考查，这就需要学生牢记相关知识点，并形成知
识网络，加以熟练地综合应用。 

在数学高考复习中，我们既要掌握有关数列的基本知识点，
如数列的定义及性质，也要掌握有关的解题方法，如数列求和涉
及到得错位相减，裂项求和等方法。但是要在高考中取得高分，
需要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高效的复习。这就要求我们要根据
课标及考试大纲进行详细地分析，以找出有关数列的高频考点，
进行有计划的复习，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高效复习。只要我们
不气馁，在数学学习的道路一直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取得高分，
考入自己向往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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