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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国卷高考数学试题的研究
袁卫清

贵州省赤水市第三中学　贵州　赤水　564700

摘　要：高考数学全国卷的试题，可以进一步地提升数学学科的素养，注重高中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覆盖高中数学的基础

知识，增强一定的应用型以及综合性，以我国传统文化的情境作为载体，贴近日常的生活。本文先对全国卷高考数学试题进

行研究，再说明全国卷数学试题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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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高考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活动，除了直接关系民生之外，

还会对学生们以后个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自我国新课改以
来，中国高考的模式越来越重视维系社会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高中学生就是我国教育教学资源倾斜的主体，高考制度改革，
能够影响高中学生是否可以较好接受我国素质教育的推进。

二、对全国卷高考数学试题的研究
（一）立意贯穿始终，突出考查数学素养

全国卷Ⅲ（2019 年，文理）第 15 题分析：根据椭圆的
定义，能够进一步地求出 |MF2|、|MF1|，进而设出点 M 的坐
标，结合到三角形的面积，进一步地求出来点 M 坐标 .

点评：在此道数学题目中，考查的知识点就是椭圆的性
质，和其标准方程，考查学生们逻辑推理等素养。

2019 年全国卷Ⅲ第 18 题分析：
①运用到正弦定理，以此来化简题目当中的等式，获得

有关∠ B 的三角方程，

最后按照 A、B、C 都是三角形内角，从而解得 B=
3
π
。

②按照三角形面积的公式 S△ ABC=
2
1 ac·sinB，按照正玄定理

和
12
25
获得 S△ ABC 有关∠ C 的。函数。因为△ ABC 就是锐角

三角形，以此运用到三个内角均小于
2
π
，以此来计算出∠ C

的定义域，最后求解出来 S△ ABC 的值域。
点评：此道数学题目考查的就是，有关三角函数方面的

知识，以及运用正弦及余弦定理方面的内容，还可以应用到
余弦定理当中内容展开求解，考查使用有关“△ ABC 就是锐
角三角形”的条件。
（二）题型设计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全国卷Ⅱ理（2013 年，理）第 21 题：已知函数 f（x）
=ex-ln(x+m). ①设 x=0 是 f（x）极值点，因此求出 m，并且探
讨 f（x）单调性；②当 m ≤ 2 时，需要证明 f（x）＞ 0。

全国卷Ⅰ（2016 年，文）第 21 题：已知函数 f（x）=
（x-2）ex+a（x-1）2. ①讨论 f（x）单调性；②如果 f（x）具
有两零点，因此求出来 a 取值范围。

全 国 卷 Ⅰ（2017 年， 理 ） 第 21 题： 已 知 函 数
f(x)=ae2x+(a-2)ex-x. ①讨论 f（x）单调性；②如果 f（x）具有
两零点，因此求出来 a 取值范围。

全国卷Ⅰ（2018 年，文）第 21 题：已知函数 f（x）
=aex-lnx-1. ①设 x=2 为 f（x）极值点，求出 a，进而求出 f（x）

的单调区间。②证明：当 a ≥
e
1
时，f（x）≥ 0.

综上，四个案例当中，如出一辙，题目设置函数类似，

设置的问题形式也相同。对教师研究全国卷高考数学真题进
行启发，从真题中发现命题的规律。
（三）题型设计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试题情景的创建、条件展现的形式、设置问题的角度等外
在方式，能够给形式以一种“新鲜感”以及“陌生感”。新知识
来自于高等数学，还应该避开热点，做到返璞归真，譬如，数
学文化的考查就是一种创新。在我国新课程的背景之下，探究
性学习以及数学文化等理念均能够融入到数学试题当中。譬如
全国卷Ⅲ（2019年，文理）第 22题的分析如下，列出三个过
原点的圆方程，注意题目中的要求是弧。除此之外，应该根据

条件 p= 3分别代入到方程当中进行求解，最终可以解出来 p
点的极坐标。实际上，此数学题目主要重点考查极坐标。

三、研究全国卷数学试题的启示 
第一，重视“四基”，夯实“四基”。我国高考对数学基

础的知识、方法、技能以及活动经验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
应该在复习备考中，结合到考纲以及教材，熟练地了解高中
数学解题办法以及基础知识。教师需要重视以高中学生作为
起点展开教学，学生听不懂，数学题目抓得再准也效果不佳。

第二，深入探究高考数学的真题，从而获取数学活动的经
验。在稳固基础前提下，认真地探究历年来的高考数学真题，
进一步地了解高考命题规律，对提升复习效率具有很大帮助。

第三，运用典型的例题，以此提升学生解题的水平。应
该通过学习探究一类数学题目的解法，掌握核心数学方法与
思想，拓展高中学生数学的解题思路，提升数学解题的水平。
这就是培养先说明数学学科素养所必须。现在押到数学题目
的概率比较，由于数学题目均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改造。但仍
然可以利用典型例题提高解题水平。

四、结论
综上所述，高考数学试题情境的创设，来源于中国建设不

同领域，结合到社会的现实，比较贴近日常的生活，进一步地
反映出数学运用广阔的领域，从而体现出来数学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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