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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本书作者梁光挂是广西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２００９级本

科在校学生，他给我的印象是积极上进、勤于思考、用心钻研、勇于创新。听说他

写了一本书且即将出版，我虽然稍许感到突然，但并不意外，因为这更加验证了我

对他印象的正确性。

光挂同学自学美国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乔治·波利亚的 《怎样解题》、《数学的

发现》后，对数学解题具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解高考题，他不满足于会解题，而

是非常注重解题思路。近几年他通过对高考题解答的探索，记录下了自己灵感触发

的解题历程，因此他的书给人焕然一新之感。作者以解题者身份进行分析和探究，

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作者基于数学思想方法的渗透和解题策略的角度，对每类题型进行归纳与总

结，比如在 “点拨”中，总结了解题过程使用的数学思想方法，指引读者遇到类似

题型时应如何思考、联想与反思，力图达到举一反三和举多归一的效果，提升读者

的思考力和解题力。

我很高兴光挂同学通过学习和亲身体验真正做到了学思结合，知行合一。希望

读者通过研读这本书后收获惊喜。

吴佃华

２０１２年７月



本书主要用于指导同学们在做题或考试过程中的方法和技巧，使用本书时，不

要只看例子或者答案，而应该注重思想和方法，总结与提升。我们根据多年的做题

经验和对历年各省高考题的研究，及高考命题的趋势，来写这本复习指导书，是考

前的 “兴奋剂”，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让同学们在考试后尽少地出现拍大腿的现象，

助同学们圆大学梦一臂之力！这也是写这本书的最初出发点。

和以往资料不同的是，本书我们站在学生的角度上，采用分题型来分析，即基

本按高考中题目的类型 （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的三角函数、概率、立体几何、

函数与导数、解析几何、数列）来分析，它的 “长相”就如一套高考题，从这点来

讲，和以往资料相比，它对高考复习来讲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应用性。每类题型，

我们都经过精练的总结，精心的选题，精辟的分析，每类题目的难度都是根据近三

年高考题的难度决定的，这些是本书最出色的特点，也是它的创新之处。

尤其是高三学生，希望通过阅读专研本书后，懂得自我总结，给自己要解决的

题目进行归类扣帽，也希望通过本书激发起你的学习能动性。知道应该从一个题目

中得到些什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反思性总结，由此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

同时，也温馨地提醒考生，假如在高考的考场上，应该怎么处理才能使得 “分

数时间比”达到最大值。这点是在其他教辅类中难以发现的又一亮点。

基于本书以上的主要特色和创新性，它具有针对性强且实用的特色，这使得此

书在高三的复习中将起到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第二轮复习中，“专项训练”＋本

书＝事半功倍。同时，相信也能给高三教师一定的参考价值。由此，与目前市场上

众多的教辅资料相比，这本书有一定的创新与突破。



使用本书时，不要仅满足于里边使用的方法，而应该多思考是否还有更优解，

尝试给自己出题，把 “问题”找出来。中国学生解题能力很强，但是能提出问题的

却很少，爱因斯坦指出 “提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需要创造性思维”，可见能提问是一

种能力。

本书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讲做选择题的技巧，通过一些典型的实例进行

讲解，对每一个例题进行分析、解答及总结，章末配有练习跟踪巩固。

第二章主要讲做填空题的技巧，通过一些典型的实例进行解析，同样对每个例

子进行分析、解答和总结，后面也有相应练习进一步巩固。

第三章分为六个小节，主要是分别针对解答题的六种题型 （三角函数、概率、

立体几何、函数、解析几何、数列）进行讲解，每一个小节前有对应题型的方法总

结与指导，每个小节后面有练习进一步巩固，每种方法后面都紧跟相应例题进行

演习。

附录是高中数学的几乎所有公式及常用结论，把公式放在一起，使得同学们在

记公式时，以方便比较记忆，给同学们在复习时提供方便。

本书后面有所有练习的参考答案。希望同学们在阅读本书时主要理解每一种方

法，勤于思考，注意每个例子的分析和总结，这个才是例子的精华所在，答案只是

参考，毕竟解答每种题型每一个题目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总之，多动脑思考才能更

大发挥本书的效果，最大最快地提高成绩。

最后祝同学们身体健康，学习生活愉快，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老师讲解时似乎听懂了，但是自己去动手做或考试的时

候又不懂了。我认为出现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你没有真正弄懂，你只是模仿了老

师的 “套路”，得到的是 “死”经验，因此，可以下结论：你没有弄懂为什么老师

这样想，还没有真正领悟这个解题方案是怎么想出来的。简而言之，能力没有提上

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你可尝试接受波利亚的解题思想，持之以恒，养成良好

的解题习惯。

本文是经过研读美国著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波利亚的 《怎样解题·数学思维

的新方法》后结合自己的解题经验整理出来的解题四步骤，借本书的出版，推广波

利亚解题思想，愿和广大读者一同分享！波利亚解题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理解题目

根据多年的解题经验，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感受：我们解一个题目时，一般要花

５０％～７０％的时间用于理解题意上。这就说明理解题目是解题的重要环节，是考验

我们思维能力的环节。理解题目，也就是审题，那么理解什么？理解题目后，我们

要达到的目标是：弄清楚题目是关于哪方面知识的，未知量是什么，已知数据或条

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可否直接满足我们的需要，也就是能否直接利用这些数据、条

件求出或证明出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步，拟定方案

所谓拟定方案，就是我们决定或选择解决问题的策略或决定从什么角度着手，

并拟定出具体方案的过程。

可以说能否拟定出解题的方案，是你能否解这个题目的标志。这是列等式，列

方程，形成数学模型的过程。



经过第一步认真审题后，我们对题目有了基本的了解，然后解题进入拟定方案

环节，一般我们会先思考：已知与未知有什么联系？能否用一些式子表示这些关

系？如果这些式子不能求解出待求的未知量或还不能直接找到未知与已知的关系

时，我们就会想 “之前见过它吗”或者 “见过类似的题型吗”。想到这些后，我们

会回过头来，继续盯紧我们的目标：求什么？知道什么？这些相关的题目的结论、

方法、思维等将会激发我们的灵感 （波利亚称为 “好的念头”），使我们最终找到解

题的方案。

如果经过这样的一番思考，我们仍然无法解决，再回过头仔细审题，是不是哪

个概念没有理解透，是不是有些已知条件没有用到等等。再不行，我们就开始考虑

引入一些恰当的辅助元 （一个图形、一条直线、一个点、一个题目、一条定理或引

理、一个数等），引入辅助元后，观察分析新元与已知量之间的关系，然后列出我

们的方案。

第三步，执行方案

执行方案是一个数学的计算问题，计算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每一步的正确性，

当然有些计算还需要一定的技巧性，比如配方法、换元法、消元等，这里不细谈。

第四步，回顾

回顾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然而好多学生在解完题后，往往不注重甚至忽略了这

个重要环节。波利亚解题 “四步表”里边对回顾的要求是：“你能检验这个结果吗？

你能检验这个结论吗”、“你能以不同的方式推导这个结果吗”、“你能在别的题目中

利用这个结果或这个方法吗”。这些反思很重要，我认为，反思和总结是我们经验

形成、能力提高的根本途径，是我们数学思想意识形成的重要手段！

解题不在多而在深，肤浅地解决许多问题，在题海中浮游，就捕捞不到有价值

的东西；反之，认真地研究一个问题，深入地钻研进去，就会进入另一番境界；总

结出几条可供借鉴的规律，以后若遇到类似的或相近的题目，就不但会解，还可能

多方面去解，甚至推而广之，这就是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奥妙。



十二年的寒窗苦读，如今到了最后最关键的一年，如何完成好复习计划将是我

们是否取得高考胜仗的主要关键之一。高考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

几乎全社会各个领域的人都或多或少的对它予以关注，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现

就高三的复习谈谈自己的粗略看法，当然这里主要针对于高三数学科的复习，希望

能给高三的老师和同学一点参考。

一般我们把高三复习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三轮。

第一轮复习：

第一轮复习，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把几本课本 “走”一遍，结合高考考纲，扫描

每一个知识点和考点。这个阶段很关键，把第一轮的工作做好，是我们后面复习顺

利进展的前提。所以，不得急躁，而应该脚踏实地，把每个知识点落实到位。

第二轮复习：

在第一轮复习之后，我们对整个高中的知识已有了大致的了解，至少有了模糊

的整体感，对于高考考什么也有一些了解了。尽管如此，多少还是有些凌乱分散的

感觉，接着进入第二轮复习，进一步解决我们的疑惑。第二轮复习，我们主要的任

务有三个：１．把第一轮所复习的内容再整理一遍，使整个高中数学知识得以系统

化、网络化，对自己查缺补漏。２．专项训练。专项训练使得我们对每一块知识点

的运用更加熟悉，我们一般分集合、函数、三角函数、向量、不等式、直线与圆、

圆锥曲线、立体几何、排列组合、概率统计、导数、复数等，进行专项突破，主要

结合典型或代表性题目进行训练。３．题型分类。在专项训练之后，我们已基本了

解各块知识点的考查方式及基本招式，但是用来对付高考，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

高考一般不是单独考查某个知识点，而是在知识网络交汇处进行考查。因此，我们

需要研究一定量的高考真题，给高考题进行分类，总结每一类题型的特点。一般



思路、一般解法，反思每类题型的命题特点，包括题目难度、考查方式及考查背景

等。这也是本书出现的必要性。

第三轮复习：

经过前面两轮的复习，我们对高考各个类型的题目，有了基本的了解，也有了

一定的应对策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进入第三轮复习的主要任务是模拟高考。

按照高考的考查题型和方式，我们由 “一类题”走进 “一套题”，成套训练，这个

过程，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调整好答题时间分配、精力的分配、答题顺序的安排及

心态的调整，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答题模式。每做完一套题目，我们都要进行反

思，反思我们的答题策略，反思哪些题目哪些分应该得到等等。这里需要注意的

是，作答每一套题要严格规定和高考一样的时间，因此，要找连续两个小时的时间

来做一套题，就如完成一篇作文一样，不得间断性完成。

经过三个轮次复习的轰炸后，我们的复习基本进入尾声了，收尾工作大致分三

点：１．再次回课本，浏览主要公式和结论，回忆每类题型一般用到的基本思想方

法，回忆每个典型的解题方法。２．调整好应考心态，接受 “紧张”是正常心理状

态，适当的紧张可以让我们最大发挥我们的水平，同时也接受 “失眠”也是正常

的，要正确看待失眠，失眠基本不影响我们的发挥，但是，如果因为失眠而产生过

度的焦虑，甚至给自己 “失败”的意念，那将是危险的。你要意识到，你失眠，但

是还有很多人像你一样也失眠，你不是孤独的。３．考前一天做一套中等偏下难度

的题目，保持答题的激活状态，注意：达到 “激活”作用即可，不必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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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选择题做题技巧

数学选择题在高考试卷中，不但题目多，而且占分比例高（４０％），尽管近几年一些省份试题的题量发生了一些变
化，选择题由原来的１２题改为１０题，但其分值仍占到试卷总分的三分之一．数学选择题具有概括性强，知识覆盖面广，

小巧灵活等特点，尽管如此，大多还是较基础简单的题，当然有些题也有一定的综合性和深度等特点，考生能否迅速、准
确、全面、简捷地解好选择题，成为高考成功的关键，而要解决这个关键，就要求考生有一定的技巧．

解答选择题的基本策略是准确、迅速．准确是解答选择题的先决条件，选择题不设中间分，一步失误，造成错
选，全题无分，所以应仔细审题、深入分析、正确推演、谨防疏漏，以确保准确；迅速是赢得时间获取高分的必要条
件，对于选择题的答题时间，应该控制在４５分钟（具体因人而异）以内，速度越快越好，这里的速度必须是在效率
保证下的速度．高考要求每道选择题在１～３分钟内解完，要避免“超时失分”现象的发生．

高考中的数学选择题一般是容易题或中档题，个别题属于较难题，当中的大多数题的解答可用特殊的方法快
速选择，也就是所谓的技巧．解选择题的基本思想是既要看到各类常规题的解题思想，又要看到选择题的特殊性．
数学选择题的四个选择支中有且仅有一个是正确的，因此，在解答时应该突出一个“选”字，尽量减少书写解题过
程，要充分利用题干和选择支两方面提供的信息，依据题目的具体特点，灵活、巧妙、快速地选择解法，以便快速智
取，这是解选择题的基本策略．总之，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这里介绍几个常用到的方法．

一 数学选择题的解题方法

直接法

就是从题设条件出发，通过正确的运算、推理或判
断，直接得出结论再与选择支对照，从而作出选择的一
种方法．运用此种方法解题需要扎实的数学基础，主要
针对较简单的选择题．

【例１】复数２＋ｉ１－２ｉ
的共轭复数是 （　　）

Ａ．－３５ｉ　　　Ｂ．
３
５ｉ　　　Ｃ．－ｉ　　　Ｄ．ｉ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复数的运算、共轭复数的概
念，复数除法实质是分母实数化．

解题思路：因为２＋ｉ
１－２ｉ＝

（２＋ｉ）（１＋２ｉ）
（１－２ｉ）（１＋２ｉ）＝

５ｉ
５＝ｉ

，

所以２＋ｉ
１－２ｉ

的共轭复数为－ｉ．故选Ｃ．

【点拨】实部相同虚部互为相反数的两个复数互

为共轭复数．本题尽管较简单，但是粗心的考生还是选
错Ｄ．应注意字眼“共轭”．

【例２】已知集合 Ｍ＝ ｘ｜ｘ２＋ｘ－６＜｛ ｝０ ，Ｎ＝
ｘ｜１≤ｘ≤｛ ｝３ ，则Ｍ∩Ｎ＝ （　　）

Ａ．［１，２）　　　　　　Ｂ．［１，２］

Ｃ．（２，３］ Ｄ．［２，３］
【分析】本题考查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及集合的

运算．
解题思路：化简集合 Ｍ＝｛ｘ｜－３＜ｘ＜２｝，则

Ｍ∩Ｎ＝｛ｘ｜１≤ｘ＜２｝，故选Ａ．
【点拨】数轴与Ｖｅｎｎ图是解集合问题常用的数形

工具，数形结合的思想在数学的解答中占有重要位置，

本题在采用数轴法时，要注意端点等号是否可取到．

【例３】曲线ｙ＝ ｘ
ｘ＋２

在点（－１，－１）处的切线方

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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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ｙ＝２ｘ＋１ Ｂ．ｙ＝２ｘ－１
Ｃ．ｙ＝－２ｘ－３ Ｄ．ｙ＝－２ｘ－２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函数的导数及导数的几何

意义的运用．
解题思路：先判断已知点（－１，－１）在曲线上，即

为切点，对ｙ＝ ｘ
ｘ＋２

求导得

ｙ′＝
（ｘ＋２）－ｘ
（ｘ＋２）２ ＝

２
（ｘ＋２）２

，故ｙ′｜ｘ＝－１＝２，即切线

的斜率为２，从而由点斜式可得切线方程为ｙ＋１＝
２（ｘ＋１），化简可得答案Ａ．

【点拨】求过某一点的切线方程时，一定注意该点
是不是在曲线上，因为该点可能是切点，也可能不是切
点，得出的切线方程就不唯一，要慎重．

【例４】若函数ｆ（ｘ）＝３ｘ＋３－ｘ与ｇ（ｘ）＝３ｘ－３－ｘ

的定义域均为Ｒ，则 （　　）

Ａ．ｆ（ｘ）与ｇ（ｘ）均为偶函数

Ｂ．ｆ（ｘ）为偶函数，ｇ（ｘ）为奇函数
Ｃ．ｆ（ｘ）与ｇ（ｘ）均为奇函数

Ｄ．ｆ（ｘ）为奇函数，ｇ（ｘ）为偶函数
【分析】本题考查函数的奇偶性，考查考生运用函

数奇偶性定义的能力．
解题思路：验证ｆ（－ｘ）＝３－ｘ＋３－（－ｘ）＝ｆ（ｘ），

ｇ（－ｘ）＝３－ｘ－３－（－ｘ）＝－ｇ（ｘ），故选Ｂ．
【点拨】函数ｆ（ｘ）是奇函数与偶函数的前提条件

是它的定义域必须关于原点对称，但是不一定是 Ｒ．
ｆ（－ｘ）＝ｆ（ｘ），则ｆ（ｘ）是偶函数，ｆ（－ｘ）＝－ｆ（ｘ），
则ｆ（ｘ）是奇函数；若奇函数ｆ（ｘ）的定义域是Ｒ，则必
有ｆ（０）＝０．

特例法

就是运用满足题设条件的某些特殊数值、特殊位
置、特殊关系、特殊图形、特殊数列、特殊函数等对各选
择支进行检验或推理，利用问题在某一特殊情况下不
真，则它在一般情况下也不真的原理，由此判明选项真
伪的方法．比如：题目只说一个三角形，没有特别确定，
我们可用等边三角形带入验证；题目只说平行六面体，
我们可将正方体带入验证等等．用特例法解选择题时，
特例取得愈简单、愈特殊愈好，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
用，大大节省了答题时间．

　　１．特殊值

【例 ５】 若 集 合 Ａ＝ ｛ｘ ｜２ｘ－１｜＜３｝，Ｂ＝

ｘ ２ｘ＋１３－ｘ＜｛ ｝０ ，则Ａ∩Ｂ是 （　　）

Ａ．ｘ －１＜ｘ＜－１２
或２＜ｘ＜｛ ｝３

Ｂ．｛ｘ｜２＜ｘ＜３｝

Ｃ．ｘ －１２＜ｘ＜｛ ｝２
Ｄ．ｘ －１＜ｘ＜－１｛ ｝２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考生绝对值不等式﹑分式

不等式及集合的运算．
解题思路：本题较简单，可以用直接法，直接计算

出集合Ａ，Ｂ再根据集合的运算即可得到答案．这里用
特值法比直接法可更快得到答案，Ｃ中包含１，但是
１Ｂ，可排除Ｃ．Ａ和Ｂ包含１．５，但是１．５Ｂ，可以排
除，故选Ｄ．

【点拨】特值法尽量带入符合题目要求且所代数
值要使得计算简单，且能够排除一些选项，这样，带入
的特值才是最有效的，这种特值法可以不用计算就得
到答案，大大节省了做题时间．

　　２．特殊函数

【例６】对于函数ｙ＝ｆ（ｘ），ｘ∈Ｒ，“ｙ＝｜ｆ（ｘ）｜的
图象关于ｙ轴对称”是“ｙ＝ｆ（ｘ）是奇函数”的 （　　）

Ａ．充分而不必要条件

Ｂ．必要而不充分条件

Ｃ．充要条件

Ｄ．既不必要也不充分条件
【分析】本题考查函数的奇偶性、图象及充分必要

条件．
解题思路：特殊函数ｙ＝ｘ２ 验证，ｙ＝｜ｘ２｜的图象

关于ｙ轴对称而ｙ＝ｘ２ 不是奇函数，故不是充分条件；
反过来，若ｙ＝ｆ（ｘ）是奇函数，则ｙ＝｜ｆ（ｘ）｜的图象一
定关于ｙ轴对称，故选Ｂ．

【点拨】熟悉奇函数的图象的性质及充分必要逻
辑关系是解本题的关键．

【例７】定义在Ｒ上的函数ｆ（ｘ）在［－３，＋∞）上
为增函数，且ｙ＝ｆ（ｘ－３）为偶函数，则 （　　）

Ａ．ｆ（－８）＜ｆ（－４） Ｂ．ｆ（－５）＞ｆ（－１）

Ｃ．ｆ（－６）＜ｆ（２） Ｄ．ｆ（－６）＜ｆ（－１）
【分析】本题考查偶函数的图象、定义及图象的平移．
解题思路：题目没有给出函数的具体表达式，而是

一个抽象的函数，选一个特殊的且符合题意的函数

ｆ（ｘ）＝（ｘ＋３）２ 验证即可很快得出答案是Ｃ．
【点拨】熟悉二次函数的图象和偶函数图象的特

性，并想到特殊的且符合题目要求的函数（不唯一）很
关键，本题还可以用函数ｙ＝｜ｘ＋３｜进行验证．特殊函
数一般使用较简单函数．

【例８】已知ｘ２＋ｙ２＝１，ａ２＋ｂ２＝１，则ａｘ＋ｂｙ的
取值范围是 （　　）

Ａ．（－２，２） Ｂ．［－１，１］

Ｃ．（－１，１） Ｄ．［－２，２］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函数的值义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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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本题若直接消元，将得到一个二元

函数，其值域很难求解．可令ｘ＝ｓｉｎα，ｙ＝ｃｏｓα，ａ＝

ｓｉｎβ，ｂ＝ｃｏｓβ，则ａｘ＋ｂｙ＝ｓｉｎαｓｉｎβ＋ｃｏｓαｃｏｓβ＝

ｃｏｓ（α－β）∈［－１，１］，故选Ｂ．
【点拨】本题由ｘ２＋ｙ２＝１，ａ２＋ｂ２＝１联想到

ｓｉｎ２α＋ｃｏｓ２α＝１是解决本题的关键，三角函数代换在

数学解题中具有重要作用，联想到熟悉模型可以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３．特殊数列

【例９】如果等差数列｛ａｎ｝中ａ３＋ａ４＋ａ５＝１２，那

么ａ１＋ａ２＋…＋ａ７＝ （　　）

Ａ．１４　　　　Ｂ．２１　　　　Ｃ．２８　　　　Ｄ．３５
【分析】本题考查等差数列的性质及其基本运算．
解题思路：本题可以直接由等差数列的公式及性

质直接计算出首项和公差，这里不重复．现在主要讲特

值法，选用满足题意的数列１，２，３，…，易算得ａ１＋ａ２＋
…＋ａ７＝２８．

【点拨】本题关键在于怎么观察．

　　４．特殊位置

【例１０】函数ｙ＝
ｌｏｇ２｜ｘ｜
ｘ

的大致图象是 （　　）

【分析】本题考查函数的图象．
解题思路：本题尽管给出明确的函数解析式，要手

工画出其具体图象却非易事，但是我们可以选用特殊

点的位置来排除选项而得到准确答案．令ｘ＝１得

ｙ＝０，可排除Ａ，Ｃ；当ｘ趋向于无穷大时，ｙ＞０，排除

Ｂ．故只有Ｄ选项正确．
【点拨】特殊点要选取使计算简单且可以排除一

定选项的数．
【例１１】函数ｙ＝ｅｌｎ（ｘ－３）＋３的大致图象为 （　　）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指数函数及对数函数的性

质、图象等．
解题思路：函数的定义域为ｘ＞３，故可排除Ａ，Ｂ，

Ｄ．选Ｃ．
【点拨】凡与函数有关的题目，首要考虑函数的定

义域，否则研究函数是没有意义的．

　　５．特殊方程

【例１２】已知抛物线ｙ２＝２ｐｘ（ｐ＞０），过点Ｅ（ｍ，

０）（ｍ≠０）的直线交抛物线于点 Ｍ，Ｎ，交ｙ轴于点Ｐ，

若 →ＰＭ＝λ →ＭＥ，→ＰＮ＝μ →ＮＥ，则λ＋μ＝ （　　）

Ａ．１　　　Ｂ．－１２　　　Ｃ．－１　　　Ｄ．－２

【分析】本题是考查抛物线与直线及向量的相关

知识．本题要是采用直接设直线方程，再联立消元这种

方法，将会涉及繁杂的字母运算难题，与算一个大题差

不多，致使考生花费了很多时间最后还不一定得出正

确答案．
解题思路：直接取ｐ＝２，ｍ＝１，此时Ｅ为抛物线的

焦点，设过焦点的直线方程为ｙ＝ｘ－１，联立得

ｙ＝ｘ－１，

ｙ２＝４｛ ｘ
ｘＭ ＝３＋２槡２，ｙＭ ＝２＋２槡２，ｘＮ＝３－

２槡２，ｙＮ＝２－２槡２．又Ｅ（１，０），Ｐ（０，－１），所以 →ＰＭ＝

（３＋２槡２，３＋２槡２），→ＰＮ＝（３－２槡２，３－２槡２），→ＭＥ＝

（－２－２槡２，－２－２槡２），→ＮＥ＝（－２＋２槡２，－２＋

２槡２），所以λ＝
３＋２槡２
－２－２槡２

，μ＝
３－２槡２
－２＋２槡２

λ＋μ＝－１，

故选Ｃ．
【点拨】对于方程中没有限制字母的范围时，可以

选较简单的数字代入计算，这样可以使得计算简化，节

省大量时间．

　　６．特殊模型

【例１３】平行六面体ＡＢＣＤ－Ａ１Ｂ１Ｃ１Ｄ１的体积为

３０，则四面体ＡＢ１ＣＤ１的体积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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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５　　　Ｂ．７．５　　　Ｃ．１０　　　Ｄ．６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空间几何体的体积，及相关运

算．只知道平行六面体的体积，但没有说明具体是何种平

行六面体，因此，可以用一个特殊的长方体代入计算．
解题思路：如图１－１．

　图１－１
令ＡＢ＝５，ＢＣ＝２，ＣＣ１＝３，则四面体ＡＢ１ＣＤ１的

体积Ｖ＝Ｖ长方体－ＶＢ１－ＡＢＣ－ＶＢ１－ＣＣ１Ｄ１ －ＶＢ１－ＡＡ１Ｄ１ －ＶＡ－ＣＤＤ１

＝３０－５－５－５－５＝１０，故选Ｃ．
【点拨】特殊的模型可以使复杂问题简单化，这里

之所以不用正方体模型，是因为平行六面体的体积为

３０，而３０开三次方得到一个无理数，这将不利于我们

的计算．

图解法

就是利用函数图象或数学结果的几何意义，将数

的问题（如解方程、解不等式、求最值、求取值范围等）

与某些图形结合起来，利用直观性，再辅以简单计算，

确定正确答案的方法．这种解法贯穿数形结合思想，每

年高考均有很多选择题（也有填空题、解答题）都可以

用数形结合思想解决，既简捷又迅速．不过运用图解法

解题一定要对有关函数图象、方程曲线、几何图形较熟

悉，否则错误的图象反而会导致错误的选择．
【例１４】已知奇函数ｆ（ｘ）的定义域是｛ｘ｜ｘ≠０，

ｘ∈Ｒ｝，且在（０，＋∞）上单调递增，若ｆ（１）＝０，则满足

ｘ·ｆ（ｘ）＜０的ｘ的范围是 （　　）

Ａ．（－１，０）∪（０，１） Ｂ．（－１，１）

Ｃ．［－１，１］ Ｄ．［－１，０）∪（０，１］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奇函数的性质、函数的单调

性及不等式的求解．

　图１－２

解题思路：由于函数ｆ（ｘ）

没有给出具体的表达式，目标

不等式无法直接解出，形成思

维障碍．转换思维角度，注意到

ｘ·ｆ（ｘ）＜０表明此函数的自

变量与函数值异号，结合题设条件，即可见运用数形结

合思想，构造一个符合条件的简单函数的图象（如图

１－２）．由图象立知，满足ｘ·ｆ（ｘ）＜０的ｘ的取值范围

是（－１，０）∪（０，１）．故选Ａ．

【点拨】抽象函数问题常采用特例法解，根据题设

构造一个最简单的函数即可．

【例１５】设函数ｆ（ｘ）＝ａ＋ －ｘ２－４槡 ｘ，ｇ（ｘ）＝

４
３ｘ＋１

，已知ｘ∈［－４，０］时，恒有ｆ（ｘ）≤ｇ（ｘ），则实

数ａ的取值范围是 （　　）

Ａ．（－３，０）∪（０，１） Ｂ．（－∞，－５］

Ｃ．（－∞，－５） Ｄ．［－５，０）∪（０，５］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函数值域与不等式求解恒

成立问题．如果将ａ＋ －ｘ２－４槡 ｘ≤４３ｘ＋１
变形后得

到ａ≤－ －ｘ２－４槡 ｘ＋４３ｘ＋１
，后将根据函数值域求

解法算出不等式右边的最小值，进而得到ａ的取值范

围，这将十分繁杂．

解题思路：ｆ（ｘ）≤ｇ（ｘ），即ａ＋ －ｘ２－４槡 ｘ≤
４
３ｘ＋１ －ｘ２－４槡 ｘ≤４３ｘ＋１－ａ

，观察不等式结构

特征，数形结合，可令

ｙ１＝ －ｘ２－４槡 ｘ， ①

ｙ２＝
４
３ｘ＋１－ａ

， ②

由①得（ｘ＋２）２＋ｙ２１＝４（ｙ１≥０），表示以点（－２，

０）为圆心，２为半径的半圆；

②式表示斜率为４３
，截距为１－ａ的平行直线系．

显然直线系中与半圆相切的直线ＡＴ（Ｔ为切点）

　图１－３

即为所求临界值．如图１－３，设

直线ＡＴ 的倾斜角为α，则ｔａｎα

＝４３ ０＜α＜π（ ）２ ，ｓｉｎα＝４５．

在△ＢＯ′Ｔ 中，｜Ｏ′Ｂ｜＝｜Ｏ′Ｔ｜ｓｉｎα

＝５２
，∴｜ＯＢ｜＝９２．

在△ＡＯＢ中，ＯＡ＝｜ＯＢ｜·ｔａｎα＝９２×
４
３＝６．

要使ｆ（ｘ）≤ｇ（ｘ）恒成立，直线必须位于ＡＴ上方

或与ＡＴ 重合，

∴１－ａ≥６，ａ≤－５，故选Ｂ．
【点拨】根据方程结合图形，可以很快得到正确的

答案，有些方程或不等式需要一定的整理变形后方可

进行数形结合．

验证法

就是将选择支中给出的答案或其特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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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逐一去验证是否满足题设条件，然后选择符合题设

条件的选择支的一种方法．在运用验证法解题时，若能

据题意确定代入顺序，则能较大提高解题速度．验证方

法一般是应用于“顺”着解较麻烦的题目，直接将选项

中的答案代入进行验证，符合题意的选择，不符合题意

的排除．
【例１６】已知函数ｆ（ｘ）＝ｌｏｇ２｜ａｘ－１｜（ａ≠０）满足

关系式ｆ（－２＋ｘ）＝ｆ（－２－ｘ），则实数ａ的值是
（　　）

Ａ．１ Ｂ．－１２ Ｃ．１４ Ｄ．－１

【分析】本题对数函数的运算，尽管属于中档偏下

题，但直接解耗时间较多，因此不妨由选项逆代验证．
解题思路：将ａ＝１代入，得ｆ（－２＋ｘ）＝ｌｏｇ２｜（－２＋

ｘ）－１｜＝ｌｏｇ２｜－３＋ｘ｜，ｆ（－２－ｘ）＝ｌｏｇ２｜（－２－ｘ）－

１｜＝ｌｏｇ２｜３＋ｘ｜≠ｆ（－２＋ｘ），Ａ排除．将ａ＝－
１
２
代入

得ｆ（－２＋ｘ）＝ｌｏｇ２ －
１
２
（－２＋ｘ）－１ ＝ｌｏｇ２

ｘ
２
，

ｆ（－２－ｘ）＝ｌｏｇ２ －
１
２
（－２－ｘ）－１ ＝ｌｏｇ２

ｘ
２ ＝

ｆ（－２＋ｘ），故选Ｂ．
【点拨】逆代验证体现出选择题的“选”字．不需要

进行严格的逻辑思维证明就可以排除错误的选项．这

种思想在考试中经常运用．
【例１７】等比数列｛ａｎ｝满足ａ２＝１，ａ３·ａ８＝２ａ２５，

则ａ１＝ （　　）

Ａ．１２ Ｂ．槡２２ Ｃ．槡２ Ｄ．２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等比数列的性质．较简单，

可直接解答．但是直接验证可以更快得到答案，损耗精

力较少，为后面的难题保存更多的精力．
解题思路：ａ３·ａ８＝２ａ２５ａ２ｑ·ａ２ｑ６＝２（ａ２ｑ３）２

ｑ＝２，已知ａ２＝１，故ａ１＝
ａ２
ｑ＝

１
２
，故选Ａ．

【点拨】灵活运用公式ａｎ＝ａｍｑｎ－ｍ是解本题的关键．

筛选法

也叫排除法、淘汰法，就是充分运用选择题单选题

的特征，即有且只有一个正确选项这一特性，从选项入

手，根据题设条件与各选选项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

推理、计算、判断，对选项进行筛选，将其中与题设相矛

盾的干扰项逐一排除，从而获得正确结论的方法．使用

筛选法的前提是“答案唯一”，即四个选项中有且只有

一个答案正确．

【例１８】不等式｜２ｘ－１｜＜｜ｘ－２｜的解集为 （　　）

Ａ．（－∞，－１）∪（１，＋∞）

Ｂ．（－１，１）

Ｃ．（０，１）

Ｄ．（－１，０）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含绝对值不等式的求解．可

以用常规方法，即不等式里边同时平方后解关于ｘ的

一元二次不等式．
解题思路：将ｘ＝２代入有３＜０，排除 Ａ．ｘ＝０带

入得１＜２正确，排除Ｃ，Ｄ，故选Ｂ．
【点拨】代入的数据一般以简单且可以排除一定

选项为原则，所以应该观察对比个选项之间的区别于

联系，盲目代入可能做无用功．
【例１９】函数ｆ（ｘ）＝（ｘ－１）２＋１（ｘ＜１）的反函数

为 （　　）

Ａ．ｆ－１（ｘ）＝１＋ ｘ槡 －１（ｘ＞１）

Ｂ．ｆ－１（ｘ）＝１－ ｘ槡 －１（ｘ＞１）

Ｃ．ｆ－１（ｘ）＝１＋ ｘ槡 －１（ｘ≥１）

Ｄ．ｆ－１（ｘ）＝１－ ｘ槡 －１（ｘ≥１）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求函数反函数及原函数与

反函数之间的联系．
解题思路：原函数的函数值大于１，故反函数的定

义域大于１，排除Ｃ，Ｄ，原函数的定义域小于１，故反函

数值义域小于１，排除Ａ，故选Ｂ．
【点拨】原函数的值域就是反函数的定义域，原函

数的定义域是反函数的值域，这是原函数与反函数密

切联系的桥梁．

分析法

就是对有关概念进行全面、正确、深刻的理解或对

有关信息提取、分析和加工后而作出判断和选择的方

法．这个方法一般不用太多的计算即可排误选正，但是

要求更高的思维．

　　１．特征分析法

根据题目所提供的信息，如数值特征、结构特征、

位置特征等，进行快速推理，迅速作出判断的方法，称

为特征分析法．

【例２０】“｜ｘ－１｜＜２”是“ｘｘ－１＜０
”的 （　　）

Ａ．充分不必要条件

Ｂ．必要不充分条件

Ｃ．充分必要条件

Ｄ．






































































 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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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题考查绝对值不等式和分式不等式及

充分必要的相关知识．

解题思路：令ｐ：｜ｘ－１｜＜２，ｑ：ｘｘ－１＜０
，由ｘ＝１

知ｐ／ｑ；ｘｘ－１＜００＜ｘ＜１－１＜ｘ－１＜０｜ｘ－

１｜＜１＜２，故ｑｐ，所以选Ｂ．
【点拨】命题之间的充分必要逻辑关系题属于简

单送分题，同时也是容易丢分题，做这类题时要注意题

中的字眼．
【例２１】在△ＡＢＣ 中，若０＜ｔａｎ　Ａｔａｎ　Ｂ＜１，则

△ＡＢＣ的形状是 （　　）

Ａ．钝角三角形 Ｂ．锐角三角形

Ｃ．直角三角形 Ｄ．不能确定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三角函数的运算能力．
解题思路：令∠Ａ＝∠Ｂ＝３０°，这ｔａｎ　Ａ·ｔａｎ　Ｂ＝

１
３∈

（０，１），排除Ｂ，Ｃ，故选Ａ．

【点拨】按角的大小分类，三角形只能分为钝角三

角形、直角三角形和锐角三角形三类．

【例 ２２】 已 知ｓｉｎθ＝ ｍ－３ｍ＋５
，ｃｏｓθ＝４－２　ｍｍ＋５

π
２＜θ＜（ ）π ，则ｔａｎθ２等于 （　　）

Ａ．ｍ－３９－ｍ Ｂ．ｍ－３９－ｍ

Ｃ．１３ Ｄ．５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三角函数的性质．
解题思路：由于受条件ｓｉｎ２θ＋ｃｏｓ２θ＝１的制约，故

ｍ为一确定的值，于是ｓｉｎθ，ｃｏｓθ的值应与ｍ 的值无

关，进而推知ｔａｎθ２
的值与ｍ无关．又π２＜θ＜π

，π
４＜

θ
２＜

π
２
，∴ｔａｎθ２＞１

，故选Ｄ．

【点拨】三角函数公式多，因此三角函数题灵活多

样，技巧性较多．适当多做些题目才能摸索出出题者一

般的出题特点．

　　２．逻辑分析法

通过对四个选项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分析，达到排

除错误选项，选出正确选项的方法，称为逻辑分析法．
适用于题目提供信息较少或者只能从选项中下手的题

目．题目中的选项之间存在矛盾．
【例２３】已知集合 Ｍ＝｛ｘ∈Ｚ｜－２＜ｘ＜１｝，Ｎ＝

｛－１，０，１｝，则集合Ｍ 与Ｎ 之间的关系 （　　）

Ａ．Ｍ∈Ｎ　 Ｂ．ＭＮ

Ｃ．ＭＮ　 Ｄ．Ｍ＝Ｎ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集合之间的运算及集合符

号的使用．
解题思路：Ｂ与Ｃ是一对互相矛盾命题，故可排除

Ａ，Ｄ．又因为１Ｍ，故ＭＮ，选Ｂ．
【点拨】这里所说的互相矛盾是指一种“非此即

彼”的对立性，而不仅是“互斥”的命题，一定要当某两

个选项对立时才能排除另外两个选项，而某两个选项

仅是互斥时，不能排除另外两个选项．比如：当有两个

选项分别为“ｘ≤１”和“ｘ≥１”时可以排除另外两个选
择；而若是“ｘ＜１”和“ｘ＞１”则此时不能排除另两项，因

为可能还有ｘ＝１的情形．

估算法

就是把复杂问题转化为较简单的问题，求出答案

的近似值，或对于数值较烦琐，把有关数值扩大或缩

小，从而对运算结果确定出一个范围或作出一个估计，

进而作出判断的方法．这类题目近年来出现的频率越

来越低了．
【例２４】农民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和其他收入两部

分构成．２００３年某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为３　１５０元（其中

工资性收入为１　８００元，其他收入为１　３５０元），预计该

地区自２００４年起的５年内，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将以每

年６％的年增长率增长，其他收入每年增加１６０元．根

据以上数据，２００８年该地区人均收入介于 （　　）

Ａ．４　２００元～４　４００元 Ｂ．４　４００元～４　４６０元

Ｃ．４　４６０元～４　８００元 Ｄ．４　８００元～５　０００元

解题思路：２００８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１　８００（１＋０．０６）５≈１　８００（１＋５×０．０６）＝２　３４０．
又２００８年农民人均其他收入为１　３５０＋１６０×５＝

２　１５０，故２００８年农民人均总收入约为２　３４０＋２　１５０＝

４　４９０（元），故选Ｃ．
【点拨】本例中用到了公式（１＋ｘ）ｎ≈１＋ｎｘ（ｘ趋

于０）．

观察法

这里所谓的观察法和一些资料里边的观察法是有

所区别的，其他资料提到的观察一般是观察选项答案

之间的关系，经过分析整合后推出答案，而这里的观察

法是指：当答完所有选择题后，如果还有一个到两个确

实找不出头绪或者很麻烦时，从考场上时间就是分数

的意识来说，考生不值得大花时间在这一两个选择题

上，特别对于只有一个不知如何下手时，只需观察自己

已答题情况，如选Ａ的只有１个，那么直接蒙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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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各省选择题（特别数学科）答案一般各选项较平衡．
使用这个方法管用的前提条件是考生已答完的题目正

确率要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蒙”的正确率．
【说明】１．解选择题的方法很多，上面仅列举了几

种常用的方法，这里由于限于篇幅，其他方法不再一一

举例．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有些题在解的过程中可以把

上面的多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解题，会使题目求解过

程简单化．

２．对于选择题一定要小题小做，小题巧做，切忌小

题大做．“不择手段，多快好省”是解选择题的基本

宗旨











．

二 选择题的几种特色运算

借助图形或结论———速算

【例２５】已知平面α截一球面得到圆Ｍ，过圆心Ｍ
且与α成６０°二面角的平面β截该球面得到圆Ｎ．若该

球面的半径为４，圆Ｍ 的面积为４π，则圆Ｎ 的面积为
（　　）

Ａ．７π Ｂ．９π Ｃ．１１π Ｄ．１３π
【分析】本题为球与平面及圆的综合性题目，要求

考生具有一定的空间想象能力和画图能力．
解题思路：画出经过球心Ｏ的大圆平面图（如图１－４）．

　图１－４

设圆Ｎ 半径为ｒ，可以算得圆 Ｍ 半径为２，所以

ＯＭ＝ ４２－２槡 ２ ＝２槡３．而∠ＯＭＮ＝３０°，所以 ＯＮ＝

ＯＭ·ｓｉｎ　３０°＝槡３，故ｒ＝ ４２－（槡３）槡 ２　＝ 槡１３，所以与
圆Ｎ 面积为１３π，故选Ｄ．

【点拨】在研究立体几何问题时，经常画出截面来

研究，从研究立体转到熟悉的平面上进行解决．本题画

出截面图是一大关键点．

借用选项———验算

【例２６】下列函数中，既是偶函数，又在（０，＋∞）

上单调递减的是 （　　）

Ａ．ｙ＝１ｘ２＋１ Ｂ．ｙ＝－ｘｌｎ　ｘ

Ｃ．ｙ＝ｅｘ＋ｅ－ｘ　 Ｄ．ｙ＝ｓｉｎ　ｘｘ
【分析】本题考查偶函数及函数的单调性．
解题思路：Ｂ选项不是偶函数，可排除．Ｄ选项在

（０，＋∞）上不单调，排除．Ｃ选项在（０，＋∞）上递增，

排除．故选Ａ．
【点拨】带入验证时，先将简单易算的或者熟悉的

选项验算．熟悉各种函数的图象，在解题中数形结合可

大大提高解题速度．

极限思想———不算

用此方法时，要小心，它是一把双刃剑，极限思想也

称极端思想，用错了也会得到错误的甚至相反的答案．

【例２７】不等式 ｘ－２
ｘ ＞ｘ－２ｘ

的解集是 （　　）

Ａ．（０，２） Ｂ．（－∞，０）

Ｃ．（２，＋∞） Ｄ．（－∞，０）∪（０，＋∞）

【分析】本题考查含绝对值分式不等式的解．
解题思路：观察选项，可以将１２代替正无穷带入

不等式，易知不等式不成立，排除Ｃ，Ｄ．将－８代替负

无穷带入易知不等式不成立，排除Ｂ，故选Ａ．
【点拨】极端思想实际上也是一种特值法，采用极

端法（极限法）时，要极端得合理．不得滥用．

平面辅助———巧算

【例２８】在坐标平面内，与点Ａ（１，２）距离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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