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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是学习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学生将书本“由厚变薄”系统地
掌握课本知识的一个必经过程。 数学复习少不了解题训练。 解题训练
能促进学生对数学知识的融会贯通，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增强其自主探究的能力，以期达到使之具备创新精神的目标。
《试题与研究》（高考数学）将有助于高三学生大幅提高解题训练的

效果。 学生通过训练既巩固了基础知识，又提升了解题能力。
《试题与研究》（高考数学） 的内容包括：“试题点评与赏析”、“双基

复习与分类”、“真题集锦与分类”、“高中数学学业水平检测卷”、“最新
上海高考数学模拟卷”等。 这些版块的设置为学生的解题训练提供了
层层递进的空间。
《试题与研究》（高考数学） 能反映 2012年高中数学学业水平的测

试的要求与上海高考数学卷的最新考纲要求。
《试题与研究》（高考数学）的题目或选自我国各省市近些年（主要是

今年）的高考试题，或出自资深高中数学教师之手，角度新颖且引人思
考，为学生的自主性探究提供了充足的材料。
《试题与研究》（高考数学）的编写教师群体，学识深厚、经验丰富，

贴近高考，这些都确保了本书的高质量。
《试题与研究》（高考数学）的编写形式便于学生自学，方向切合能

力立意的高考要求。
愿《试题与研究》（高考数学）的出版为高三学生的高考数学复习雪

中送炭。

序 言

2011年 10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试题点评与赏析

立足教材 提高能力———2011年上海市高考数学试题评析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 杨家政

从评分要求角度解答上海市高考数学试题需要注意什么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 任升录

2011年全国各地高考数学好题赏析

上海南汇中学 王海平

2011年上海市、区、县模拟卷的启示

上海市奉贤区教师进修学院 张海君

落实教学基本要求 迎接学业水平测试

上海市闸北区教师进修学院 孟小龙

第二部分 双基复习与分类

第一章 集合、命题与不等式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 任升录

第二章 函数的基本性质

上海市七宝中学 卜照泽

第三章 基本的初等函数

上海市建平中学 王长俊 虞 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四章 三角

上海市格致中学 朱兆和

第五章 数列与数学归纳法

上海市向明中学 张千明

第六章 平面向量与复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张潞怡

第七章 直线与圆

上海市奉贤区教师进修学院 张海君

第八章 圆锥曲线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学院 沈子兴

第九章 空间图形与简单几何体

上海南汇中学 王海平

第十章 排列、组合与二项式定理

上海市宜川中学 李 英

第十一章 概率与统计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陆 斌

第十二章 矩阵、行列式与算法初步

上海市控江中学 曾国光

第十三章 理科选修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 张 珺

第十四章 文科选修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张雪明

第三部分 真题集锦与分类

一、 集合、命题与不等式(A组)

集合、命题与不等式(B组)

目录2



二、 函数的性质(A组)

函数的性质(B组)

三、 基本的初等函数(A组)

基本的初等函数(B组)

四、 三角(A组)

三角(B组)

五、 数列与数列极限(A组)

数列与数列极限(B组)

六、 平面向量与复数(A组)

平面向量与复数(B组)

七、 直线与圆(A组)

直线与圆(B组)

八、 圆锥曲线(A组)

圆锥曲线(B组)

九、 空间图形与简单几何体(A组)

空间图形与简单几何体(B组)

十、 排列、组合与二项式定理(A组)

排列、组合与二项式定理(B组)

十一、 概率与统计(A组)

概率与统计(B组)

十二、 行列式、矩阵、算法(A组)

行列式、矩阵、算法(B组)

十三、 理科选修(一)(极坐标、参数方程)

理科选修(二)(随机变量、数学期望)

理科选修(三)(空间向量)

十四、 文科选修（一）(线性规划)

文科选修（二）(三视图)

真题集绵与分类参考答案

目录 3



第四部分 高中数学学业水平检测卷(10套)

高中数学学业水平检测卷(一)

高中数学学业水平检测卷(二)

高中数学学业水平检测卷(三)

高中数学学业水平检测卷(四)

高中数学学业水平检测卷(五)

高中数学学业水平检测卷(六)

高中数学学业水平检测卷(七)

高中数学学业水平检测卷(八)

高中数学学业水平检测卷(九)

高中数学学业水平检测卷(十)

第五部分 最新上海高考数学模拟卷(10套)

高考数学模拟卷(一)

高考数学模拟卷(二)

高考数学模拟卷(三)

高考数学模拟卷(四)

高考数学模拟卷(五)

高考数学模拟卷(六)

高考数学模拟卷(七)

高考数学模拟卷(八)

高考数学模拟卷(九)

高考数学模拟卷(十)

目录4



第一部分 试题点评与赏析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 杨家政

第一部分 试题点评与赏析

立足教材 提高能力
———2011年上海市高考数学试题评析

中学数学教材是经过政府专业机构审
定通行的学习蓝本，是经过长期实践经验积
累而形成的教学材料. 怎样发挥好教材的作
用，正确理解“不是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
的观点仍然是目前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
本着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有利于高校选拔
新生的指导思想，2011年上海秋季高考数学
试卷立足于试卷的科学性和严谨性，重视对
中学数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查，重
视通性通法，关注对数学的深入理解、数学
思想方法和研究性学习能力的考查. 在如何
重视教材打好基础、灵活运用提高能力等方
面对中学数学教学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给
我们以很多的启示.

一、用好教材，弄懂教材，牢固掌握数学

的基础

试卷大部分试题是立足于基础知识和
基本技能，直接来源于教材或改编于教材.如
理科第 1、2、3、4、5、6、7、8、9、12、15、16、19等
题，文科第 1、2、3、4、5、6、8、9、10、13、15、16、
17、19、20等题，都是和课本中的练习题相类
似或者是将课本中练习题稍加改编而得到，
以常见背景、简单问题、常规方法呈现，贴近
大部分学生认知的实际情况. 在考查基本运
算能力的同时注意考查基本的数学概念和
数学定义的掌握.

如理科卷第 3题题目是：设 m是常数，

若点 F(0,5)是双曲线 y2

m - x
2

9 =1的一个焦点，

则 m= . 而高中二年级第二学期

课本 P57练习 12.5第 2题是：如果双曲线x2

9 -

y2

n =1的焦点在 x轴上，且焦距为 10，那么实

数 n的值为 .
理科卷第 5 题：在极坐标系中，直线

ρ(2cosθ+sinθ)＝2与直线 ρcosθ＝1的夹角大小为
（结果用反三角函数值表示）.而高

中三年级理科拓展练习部分 P12复习题第 2
(2)题：直线 l1∶ρcos(θ-α)＝a和直线 l2∶ρcos(θ-α)
＝a的位置关系是 .考题与课本上练
习题相比较如出一辙. 第 9题是直接从高三
年级拓展Ⅱ理科课本 P75表 6改编而来.

再如理科卷第 12题： 随机抽取的 9个
同学中，至少有 2个同学在同一月份出生的
概率为 （默认每个月的天数相同，
结果精确到 0.001）.

这几乎是课本上的原题，只不过是将随
机抽取的同学数目由 10个改为 9个而已.正
确答案是 0.985，但有不少的考生答案离奇，
如：0.480、0.005、0.001等等，不一而足，甚至
还有答 1.000、29.545的，一个随机事件的概
率怎会大于 1呢？ 这充分说明了考生完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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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随机事件概率的概念，课本上的例题没
很好理解和掌握. 占三分之一多的考题基本
上都是来源于课本上的例习题， 因此，2011
年高考题启示我们要用好教材， 弄懂教材，
引导学生通过认真学习教材内容，有效落实
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的理解与掌握. 重视对
“本”的理解、领悟，重视中学数学教学的规
范性，矫正由应试而产生的教学内容上的随
意性，所以要加强重视对教材和课程标准的
深入分析和研究.

特别重视用集合语言表达数学问题、解
决数学问题，体现了高考的考查目标———考
生对“纲”和“本”的领悟与把握，旨在引导师
生同时努力与高等数学紧密联系，用现代数
学集合语言表达数学问题.

二、注重理解数学概念的内涵，把握住

数学的实质

数学概念是数学的灵魂，是人们数学思
维和研究数学关系的基本单位. 如果对数学
概念理解肤浅，内在逻辑把握混淆，那是学
不好数学的.只有准确而又深入地理解概念，
把握数学概念的内涵和本质，找到知识内在
的联系，才能有效地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

如理科卷第 13题：
设 g（x）是定义在 R上、以 1为周期的函

数．若函数 f（x）=x+g（x）在区间［3，4］上的值
域为［-2，5］，则 f（x）在区间［-10，10］上的值
域为 .

此题主要是考查函数的基本性质以及
分析、运用、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 g（x）是定
义在 R上的以 1为周期的函数，周期函数在
其一个周期上是取遍整个函数的值域，区间
［3，4］的长度恰为 1，f（x）=x+g（x）在区间
［3，4］上的值域为［-2，5］，亦即函数 f（x）在
区间［3，4］上的最小值为-2，最大值为 5.不
妨设 x1、x2∈［3，4］，且 f（x1）＝-2，f（x2）=5，即

x1+g（x1）=-2，x2+g（x2）=5，f（x）在区间［-10，10］
上的最小值一定是在［-10，-9］上取到，最
大值一定是在［9，10］上取到，亦即在-10+
x1-3处取到最小值，在 9+x2-3处取到最大值，
且最小值为 f（-10+x1-3）＝-10+x1-3+g（-10+x1-3）
=-13+x1+g（x1）=-15，最大值为 f（9+x2-3）=9+
x2-3+g（9+x2-3）=6+x2+g（x2）=11，所以当-10≤
x≤10 时，-15≤f（x）≤11，故所求的值域为
［-15，11］.

值得一提的是，有考生误认为函数 g（x）
在区间［3，4］上也是单调递增的，由 f（x）=x+
g（x）在区间［3，4］上的值域为［-2，5］，得到
的值域为［-5，1］，这样 f（x）=x+g（x）在区间
［-10，10］上的值域就是［-15，11］.错误的想
法得到了正确的结论.事实上，由于 g（x）是
周期为 1的周期函数，所以函数 g（x）在一个
周期的闭区间上是单调递增的这一假设是
错误的，与函数的周期性矛盾，是概念混淆.

又如理科卷第 14题：
已知点 O (0,0)、Q0 (0,1)和点 R0 (3,1)，记

Q0R0的中点为 P1. 取 Q0P1和 P1R0中的一条，
记其端点为 Q1、R1， 使之满足（ OQ1 -2）
（OR1 -2）＜0；记 Q1R1的中点为 P2，取 Q1P2

和 P2R1中的一条，记其端点为 Q2、R2，使之满
足（OQ2 -2）（OR2 -2）＜0.依次下去，得到
P1，P2，…，Pn，…，则lim

x→∞
Q0Pn = .

本题考查“二分法”和逼近、极限思想、
数形结合思想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

在线段 Q0R0上不断地二等分取中点，得

Q0R0 ＝3， Q1R1 ＝ 3
2 ， Q2R2 ＝ 3

22 ， …，

QnRn ＝ 3
2n ，中点与端点形成的新的线段长

度不断地缩小，lim
x→∞

QnPn =0，并且新线段两

端点到原点距离是一个大于 2，一个小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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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可以无限做下去，所以只要在线段
Q0R0上找到一点 P，使 OP =2即可，设点 P
在 x轴上投影为 R，

∵ PR ＝1， OP ＝2，

∴ OR ＝ 3姨 ，即lim
x→∞

Q0Pn ＝ 3姨 .

有不少考生缺乏对问题的深入分析和
理解，转化、化归的能力不强，不能挖掘出不
等式（OQ1 -2）（OR1 -2）＜0的几何意义，
更缺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本领，不能将二分
法的操作转化为无限逼近的数学极限思想
方法解决数学问题.

以上两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通过数
学直觉才能辨别各种关系，突破难点，达到
解决问题的目的.考查了数学直觉能力，其数
学内涵较为深刻. 所以在教学中要高度重视
内涵深刻的数学问题，研究其解决方法的思
维特征，通过变式、转化等多种方法引导学
生观察分析、广泛联系，形成基本数学经验，
以培养数学直觉能力.

三、善于分析和转化，以培养数学能力

上海市高考数学试题一贯坚持数学能
力与一般能力相结合的考查风格，注重能力
立意， 在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的时代背景下，
倡导高中学生研究性学习显得尤为重要，关
键是要学会学习，学会研究问题，善于分析
和转化， 善于在知识之间及时建立联系，并
能将复杂问题转化为简单问题，将空间问题
转化为平面问题，将抽象问题转化为具体问
题，等等.

如理科卷第 23题：
已知平面上的线段 l及点 P.任取 l上一

点 Q， 线段 PQ长度的最小值称为点 P到线
段 l的距离，记作 d（P，l）.
（1）求点 P(1，1)到线段 l∶x-y-3=0(3≤x≤

5)的距离 d（P，l）；
（2） 设 l是长为 2的线段， 求点的集合

D＝｛P|d（P，l）≤1｝所表示的图形面积；
（3）写出到两条线段 l1、l2距离相等的点

的集合 Ω＝｛P|d（P，l1）＝d（P，l2）｝，其中 l1＝AB、
l2＝CD，A、B、C、D是下列三组点中的一组.

对于下列三种情形， 只需选做一种，满
分分别是①2分，②6分，③8分；若选择了多
于一种的情形，则按照序号较小的解答计分.

①A（1，3），B（1，0），C（-1，3），D（-1，0）
②A（1，3），B（1，0），C（-1，3），D（-1，-2）
③A（0，1），B（0，0），C（0，0），D（2，0）
本题考查坐标平面上的点与线段之间

的位置关系和度量关系，用代数的方法研究
几何问题的能力. 考查考生学习新的数学知
识及其运用能力，分析、判断、辨析、选择和
取舍的能力，属开放性、分层评价性问题.

解：（1）设 Q（x，x-3）是线段 l ∶x-y-3=0
(3≤x≤5)上一点，则

PQ = （x-1）2+（x-4）2姨

= 2（x- 5
2 ）

2+ 9
2姨 (3≤x≤5)

当 x=3时，

d（P，l）= PQ min＝ 5姨 .
（2）设线段 l的端点分别为 A，B以直线

AB为 x轴，AB的中点为原点建立直角坐标
系，则 A（-1，0），B（1，0）点集 D 由如下曲线
围成

l1∶y=1( x ≤1)，l2∶y=-1( x ≤1)
C1∶（x+1）2+y2=1(x≤-1)，
C2∶（x-1）2+y2=1(x≥1)，其面积为 S=4+π.

（3）①选择A(1，3)，B(1，0)，C(-1，3)，D(-1，0)，
Ω＝｛（x，y）|x=0｝

第一部分 试题点评与赏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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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选择 A（1，3），B（1，0），C（-1，3），D（-1，
-2）.

Ω＝｛（x，y）|x=0，y≥0｝∪｛（x，y）|y2=4x，-
2≤y＜0｝∪｛（x，y）|x+y+1=0，x>1｝

③选择 A（0，1），B（0，0），C（0，0），D（2，0）.
Ω＝｛（x，y）|x≤0，y≤0｝∪（x，y）|y =x，

0<x≤1｝∪｛（x，y）|x2=2y-1，1<x≤2｝∪｛（x，y）
|4x-2y-3=0，x>2｝.

如图：

尽管在之前的春考试卷中曾考过“平面
上点到线段的距离”问题，但对于考生来讲
仍是一个新定义的概念，需要考生在考场上
临阵思考、学习和运用.真正考查了学生对数
学问题的理解和分析能力，还说明了一种价
值取向的观念.

高考解答题中的几个小题的设置常常
是有内在联系的，后面的问题要么直接用到
前面的结论直接解决问题，要么间接地用到
前面类似的结论解决问题，要么需用到前面
类似的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来探究问题，这
样的三个层次对思维要求是不断提高递进
的，需要考生在平时的复习中加以关注.

从以上对 2011年高考上海数学卷中典
型试题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对数学思想方
法的考查是高考的一个重要考查目标. 特别
是数形结合、分类讨论、转化、化归等思想方
法.数学思想、数学方法，包括对数学内涵的
理解和数学实质的把握是答好整份试卷的
基石. 所以在进行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
时，要经常有意识地挖掘隐藏在问题背后的
数学思想及其数学本质特征，这样才能真正

打好基础，提高数学素养.
顺便提出，2011年高

考上海数学卷中涉及到
相关集合知识考得较多，
如理科卷第 2、10、22、23
题，分值达 44 分.集合论
是现代数学的基础，集合
语言是数学表达的基本
形式，是中等数学与高等
数学的一个衔接点.另外，
不能因为整张试卷对中

学数学主干知识———解析几何和数列（包括
其常见的主要方法）考得较少，就忽略或者
淡化对主干知识的复习；也不能因为理科卷
第 20题（文科卷第 21 题）对指数不等式内
容着重考查了，就特别加强指、对数不等式
解法的训练，实际上，这一题恰恰反映了是
指、对数函数单调性的应用，考查了指、对数
函数的基本性质.因此，我们的教学还是应该
从课程的整体上全面地把握基本内容与教
学要求，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出发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比较好.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 得到了顾鸿达先

生的大力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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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数学评分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已

经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体系， 了解这一体

系，在高三的学习和习题训练过程中，有意

识地贯彻，可以避免在高考中产生不必要的

失误和毫无意义地丢失分数，客观公正地从

分数显示出考生的实际数学水平（相对于试

卷而言）. 对高考答卷过程究竟要注意什么，

高三学子很有知道的必要.

一、填空题注重结果的准确性

上海数学高考填空题题多、分高，几乎

是决定考试成败的关键.研究表明，每年整卷

的得分率与填空题的得分率总是具有很高

的相关性. 因此能否在填空题答题上取得高

分，是能否顺利通过上海高考的决定性环节.

填空题的特点是只要求直接写出结果，

不要求写出过程，以结果对错论分数，而结

果的对或错又是以是否符合绝大多数评卷

老师（主要是制订评分标准的数学专家）的

认可为依据. 这种认可是由基本原则来决定

的.

我们来了解填空题评分的原则. 首先确

定什么结果算对.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

为六万份试卷，几十位老师同时评阅，对对

错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对非标准写

法，出现争议是难免的.

因此原则的第一条是：结果体现本题考

查的要点.违反了考查要点和题目要求，就不

能给分.例如：2011年理科第 2题，结果要求

写出集合 A的补集.如果结果仅写出不等式，

不是区间或者集合（大括号形式），即使正确

也不能得分， 因为不符合题目的要求写出

“集”.又如：2011年理科第 5题，结果要求用

反三角函数值表示，正确结果是 arccos 2 5姨
5

（或者是 arcsin 5姨
5 、arctan 1

2 ）， 如果写成

26.565°，则不能得分.还有题目要求“结果写

成最简分数”，如： 1
17 ，小数或不是最简分数

算错； 结果没有要求写近似值而出现近似

值，或者明确有保留几位小数要求，而没有

按照要求去做等情况皆不能得分.

原则的第二条是：结果简洁适当.在正确

结果的基础上， 画蛇添足， 而且所添出的

“足”是有问题的，不能得分.如：2011年文科

第 5题，正确结果为 x+2y-11=0，如果增加了

变量的范围限制，一般就不正确，例如增加：

x≥3. 又如 2010年一道上海考题结果为 y2=

8x，但是不正确地增加：x>0或 x∈R等，导致

范围出错.

正确结果是几个量之间的等量关系，如

果做了繁杂或者目的不明确的变形，虽然仍

是正确的，通常也不能得分.如：正确结果是

从评分要求角度解答上海市高考数学试题需要注意什么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 任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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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14 ，写成 4ab=1对，但是如果 a，b的幂次

不是一次或者其他复杂的难辨真假的结论

都不能给分. 结果含有运算式子通常也不能

给分，如：正确结果是 6-2i，交换次序或者提

取数字 2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写成： 2+6ii 虽

然正确但不能得分.

原则的第三条是：书写要符合基本规范

或者约定. 例如：2010年上海考题算法框图

中 S←S+a，仅出现 S+a，意义不明确，不能得

分. 试题要求考生写出某种圆锥曲线的标准

方程、求某类夹角的余弦值，但是所写结果

不符合要求，通常不能得分.

二、选择题注重选项的辨析性

上海自 2009 年采用网上阅卷以来，选

择题的答案必须在答题纸的相应编号上涂

点， 不按规定将代表答案的小方格涂黑，即

使选择正确也不能得分.评分原则：选择题必

须和标准答案一致，且涂点正确.上海卷选择

题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四个选项，要求考生

根据题干进行判断，选出正确的一项进行涂

点.选项常围绕考查目标、根据学生曾出现过

的种种错误， 或可能出现的错误等情况，按

照“没有明显的暗示性”和“有较强的干扰

性”两点要求编制而成，因而选择题型能够

较好地考查对有关概念、法则、规律、原理的

理解和技能的掌握水平. 由于选项之间具有

干扰性，学生答题时对最为接近正确的答案

要根据题意加强辨析，不要因为一念之差导

致能选对的结果写错了.

例如 2011 年上海高考数学文理第 15

题：若 a，b∈R且 ab>0，则下列不等式中，恒

成立的是

A. a2+b2>2ab

B. a+b≥2 ab姨

C. 1a + 1b > 2
ab姨

D. b
a + a

b ≥2

对基本不等式成立的条件进行辨析，从

结构上看，A、C 选项不含等号，B、D 选项含

有等号， 因此首先对等号能否成立进行辨

析，发现四个式子都能取得等号，从而排除

A、C选项；进一步辨析 B、D选项，这时需要

从题设条件来推理，ab>0， 只能判定两变量

同号，不能判定同正，而当 a<0且 b<0时，B

选项显然不成立，对于 D选项，因为 b
a 、

a
b

都大于零，根据基本不等式的性质 b
a + a

b ≥2

恒成立.

三、解答题注重过程的完整性

解答题的基本特征是：要求考生写出必

要的解题步骤，按照表达规范的要求写出解

答过程.必要的解题步骤是指：体现定理的推

理步骤，体现公式的计算步骤，体现性质的

书写步骤，体现图形的作图步骤，这些解题

要点通常都是独立给分，也就是俗称的“得

分点”.如：正余弦定理、面积公式、弧长公式、

基本的三角比公式（八个基本关系式、诱导

公式、和差角公式、二倍角公式、半角公式）、

对数换底公式、对数四则运算、函数基本性

质、三角函数的周期、最大值与最小值、重要

不等式、不等式的基本性质、等差等比数列

的通项公式、求和公式、体积公式、侧面积公

式、向量的数量积公式、斜率公式、直线交角

公式、点到直线距离公式、两点间距离公式

或解析几何的基本量关系等等. 缺少必要的

第一部分 试题点评与赏析6



步骤通常都会扣去相应的分值.

因此高三学习过程中，对所有需要学习

的原理、定理、公式、性质都必须十分清楚，

不能有所含糊.答题过程中遇到原理、定理、

公式、性质，需要明确的，应有所体现.

解答题的最后结果也和填空题要求一

样，需要明确.如：求函数，需要表达式和定义

域，除非仅仅要求写出表达式（解析式）；求

中点坐标，则必须写出坐标.

计算或者化简必须获得最后结果. 例如

最终答案为 0，如果写成 1g1，不彻底.又如最

终答案是 1
2 ，写成 sinπ6 同样不彻底.没有获

得最后结果，也会扣去相应的分值.高考可以

使用计算器，结果的不彻底往往暴露出对解

答书写的不自信，也正因为如此才必须要对

没有最终结果的解答扣分.否则有失公平.

书写答题过程，不要把自己思路的闪光

点或者平时训练中最得意之处忽略，高考的

重点与平时学习的主要点是一致的，思考的

东西停留在脑子里只有自己知道，写在答卷

上，阅卷老师才会看到.进行解答题特别是大

型综合题（14分及以上的题目）的解答，最终

的结果，能够完整地解答得到全分值的同学

不多，但是中间的大量过程，超过一半的同

学都不同程度能够写出一些，因而也不同程

度有相应的分值， 朝着目标方向不断前进，

努力进展， 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向前跨

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不会留有遗憾.

数学中等价变形有多种形式，但是不能

是原始的形式，没有作向目标接近的变形是

不能给分的.例如：数列问题已知中有 an和

Sn，需要求出关于 an-1的递推式，如果变形过

后还是关于 an和 Sn的表达式就不会有分数，

只有通过运算或变形把 Sn变去， 才会算是有

进展，可以得到相应的分数.反之，求 Sn，必须

把 an求出，并代入，才能够得到一定的分数.

求解所用方法的主要理由必须明确.例

如：求 Sn的最大值，解答中要体现是用单调

性，还是用不等式或者是其他，如果用不等

式求最大值，必须是两边所夹的不等式都出

现才算是理由明确.

又如： 求函数最大值的方法可以是配

方、均值不等式甚至是求导，但是要有体现

方法的过程即理由.

几何问题中添加辅助线，需要明确在图

中添出.

用一个量去表示另一个量，即使它们的

关系是已知条件， 也要在解答中看得到，因

为这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步骤）.

证明题的推理逻辑不能有矛盾.

考查学习能力的试题，具有理解所给概

念或者规则的步骤，可以给分.开放性试题需

要选择适合自己水平的情形进行解答.

2011年上海理科最后一题：已知平面上

的线段 l及点 P， 任取 l上一点 Q， 线段 PQ

长度的最小值称为点 P到线段 l的距离，记

作 d(P，l)；

（1）求点 P(1，1)到线段 l∶x-y-3=0

(3≤x≤5)的距离 d(P，l)；

（2）设 l是长为 2的线段，求点的集合D=

{P|d(P，l)≤1}所表示的图形面积；

（3）写出到两条线段 l1，l2距离相等的点

的集合 Ω={P|d(P，l1)=d(P，l2)}，其中 l1=AB，l2=

CD，A，B，C，D是下列三组点中的一组.

对于下列三种情形， 只需选做一种，满

分分别是①2分，②6分，③8分；若选择了多

于一种情形，则按照序号较小的解答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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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1，3)，B(1，0)，C(-1，3)，D(-1，0).

②A(1，3)，B(1，0)，C(-1，3)，D(-1，-2).

③A(0，1)，B(0，0)，C(0，0)，D(2，0).

面对这样的压轴题，我们应根据自己的

实际水平来判断，如何求解，但是不轻言放

弃.哪怕是题目读不懂，我们也可以从能够理

解的只言片语中寻找解答的突破口.

例如：看到了“线段 PQ长度”这样的内

容，可以写出点 P(1，1)和点 P(x，y)之间的距

离： PQ = (x-1)2+(y-1)2姨 ，再看第（1）小题

的条件和要求，把 y=x-3代入刚才得到的式

子，可得 PQ = (x-1)2+(x-4)2姨 (3≤x≤5)，自

此，离完全解答第（1）小题已经很近了，而且

至少可以得到 2分的分值.

第（2）小题要求图形的面积，因此可以

断言符合题意的图形必是封闭图形. 我们可

以尝试着在草稿纸上画一画，画出长为 2的

线段，再试图找一找与该线段距离为 1的点.

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就有可能画出正确的

图形，得到解题的思路和解答.退一步说，不

能完成解答，也有可能得到相应的步骤分数.

第（3）小题题设的水平层次和不同的分

值，已经告诉我们三种情形具有较大的难度

差异，受前一小题思路的启发，可以在草稿

纸上适当地画一画图形，再根据所剩时间和

自己的能力决定选择哪一层次的问题进行

解答.由于试题要求中明确规定“若选择了多

于一种情形，则按照序号较小的解答计分”，

因此在能够确定高一层次水平能够解答的

情况下，不要先解答低层次的问题，因为是

按照解答深入的程度给分，不必担心不能全

对就没有分数，高端人才应有一定的冒险精

神；反之，如果高一层次的问题不能够顺利

求解，则退一步解决较低层次的问题，避免

更大的损失.限于篇幅，对每一层次的评分分

析，在这里不详细介绍了，有兴趣的读者，可

参阅《上海中学数学》2011年第 7、8期合刊

中提供的解答. 这里仅给出三种情形对应的

图形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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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各地高考数学好题赏析
●上海南汇中学 王海平

2011年全国各地 38套（含上海春考卷）
文理科高考数学试题， 都以主干内容为载
体， 强调知识内容和思想方法的融会贯通，
注重知识间的纵横联系，尤其突出新增内容
的考查，突出考查学生的基本数学素养．试题
的主要特点：重视传统基础，关注新增内容，
突出能力立意，着力内容创新，解题方法求
新， 涌现出了一大批新颖试题. 它们内涵丰
富，立意新颖，背景鲜活，设问独特，闪耀着
命题者智慧的光芒，给人以赏心悦目、回味
无穷的感受．它对考查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知识迁移能力、类比猜想能力、数学探究能
力、数学创新意识等有良好的作用．仔细研究
这些试题，可以使我们明晰高考数学命题的
动向和趋势，提高高三数学复习迎考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

一、鲜明的立意
2011年全国各地的试题，均以能力立意

命题， 首先确定试题在能力方面的考查目
的，然后根据能力考查的要求，选择适当的
考查内容，设计恰当的设问方式．各地高考数
学把具有创新特色的新颖试题根据以能力
立意命题的指导思想， 把具有发展能力价
值，富有发展潜力，再生性强的能力、方法和
知识作为切入点，从测量学生的发展性学力
和创造性学力着手突出能力考查．

1． 考查基础知识的灵活应用
例 1 （2011年福建文科卷） 在整数集中，

被除所得余数为所有整数组成一个“类”，记
为［k］，即［k］＝｛5n+k|n∈Z｝，k=0，1，2，3，4．给

出如下四个结论：①2011∈［1］；②-3∈［3］；
③Z＝［0］∪［1］∪［2］∪［3］∪［4］；④整数 a，b
属于同一“类”的充要条件是“a-b∈［0］”．

其中，正确结论的个数为（ ）．
A．1 B．2 C．3 D．4
解 2011＝5×402+1∈［1］，所以①正确；
-3=5×(-1)+2埸［3］，所以②不正确；
Z＝［0］∪［1］∪［2］∪［3］∪［4］， 所以③

正确；若整数 a，b属于同一“类”，则 a＝5m+k，
b＝5n+k，k＝0，1，2，3，4，则 a-b＝5（m-n）+0∈
［0］，所以④正确．

由此，①，③，④正确，故选 C．
该题对思维能力、运算能力进行了全面

考查，既考查了观察、联想等直觉思维能力，
又考查了等价变形等运算能力． 学生通过对
四个结论的逐一分析，计算推出结论，计算
量控制较好．

同样的既重视思维、 又关注运算的问
题，还有许多，略举两例：
（1） （2011 年广东理科卷） 设 S是整数

集 Z的非空子集，如果坌(任意的)a，b∈S有
ab∈S，则称 S关于数的乘法是封闭的，若 T，
V 是 Z的两个不相交的非空子集，T∪V=Z
且坌a，b，c∈T 有 abc∈T，坌x，y，z∈V 有
xyz∈V，则下列结论恒成立的是（ ）．

A．T，V中至少有一个关于乘法是封闭的
B．T，V中至多有一个关于乘法是封闭的
C．T，V中有且只有一个关于乘法是封闭的
D．T，V中每一个关于乘法都是封闭的
解 因为 T∪V=Z，所以整数 1一定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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