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

真题探源

高考真题1 （第 3题）已知向量 a=（0，1），
b=（2，x），若 b⊥（b-4a），则 x=

A. -2 B.-1 C.1 D.2
参考答案 D
真题题源 （人教 A版高中数学必修第二

册第 60页复习参考题 6第 8题）已知向量 a=（1，
0），b=（1，1）.当 λ为何值时，a+λb与 a垂直？

探源分析 本题考查平面向量的坐标运

算和向量垂直的坐标运算 .高考真题 1是将题

源中的条件作了改动后，用更简洁的符号语言

表述改编而成，依然是根据向量垂直的坐标运

算求参数，求解方法一致 .考生可以由此思考，

如果教材题目中 a，b已知，a+λb与 a的夹角已

知时如何求λ.

文/朱妙莲 欧阳才学

高考作为全国性的选拔考试，其试题在备考复习中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梳理和总

结高考真题与教材中类似例题、习题的共通之处，可以指导学生加深对教材中相应章

节基本知识、概念和解题方法的理解，这也同时体现了高考命题“源于教材、高于教材”

的重要原则.教材是学生学习的蓝本，通过以下对真题与题源的分析，希望能让学生意

识到回归教材和回归真题的重要性，为学生知识网络查漏补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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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真题 2 （第 4题）已知 cos（α+β）=
m，tan α tan β=2，则 cos（α-β）=

A. -3m B.- m3 C. m3 D. 3m
参考答案 A
真题题源 （人教 A版高中数学必修第

一册第 255页复习参考题 5第 15题的第 1小
题）已知 cos（α+β）= 15，cos（α-β）=

3
5，求 tan α ·

tan β的值 .
探源分析 高考真题 2考查三角恒等变

换，是通过将题源中的条件和结论交换后改

编而成的 .考生只要掌握和差化积中的推导

式 tan α tan β= cos ( α - β ) - cos( α + β )cos( α - β ) + cos( α + β )，便可

以轻松解答这类题 .考生要特别注意熟悉

cos（α+β），cos（α-β），tan α tan β这些项出现时

的通常做法 .
高考真题3 （第 7题）当 x∈[0，2π]时，曲

线 y=sin x与 y=2sin( )3x - π6 的交点个数为

A.3 B.4 C.6 D.8
参考答案 C
真题题源 （人教 A版高中数学必修第

一册第 237页例 1）画出函数 y=2sin( )3x - π6
的简图 .

探源分析 本题考查三角函数的图像与

性质，是教材中的原题呈现，要求考生掌握正

弦函数 y=sin x的图像，并能在同一平面直角

坐标系中通过图像的变换或“五点作图法”画

出正弦型函数的图像，从而可以顺利解决交

点问题 .
高考真题4 （第 8题）已知函数 f（x）的

定义域为 R，f（x）> f（x-1）+f（x-2），且当 x<3
时 f（x）=x，则下列结论中一定正确的是

A. f（10）>100 B. f（20）>1000
C. f（10）<1000 D. f（20）<10000
参考答案 B
真题题源 （人教 A版高中数学选择性

必修第二册第 57页复习参考题 4第 17题）试

用第二数学归纳法证明如下命题：若数列{ }Fn

满 足 F1=1，F2=1，Fn=Fn-1 + Fn-2（n≥3，n∈N*）

（{ }Fn 称为斐波那契数列），则其通项公式为

Fn=
1
5 [（

1 + 5
2 ）n -（1 - 5

2 ）n].
探源分析 本题是一道创新题，以题源

中的斐波那契数列为背景改编而成，考查抽

象函数求值 .解答本题的关键是利用 f（1）=1，
f（2）=2，再利用题目所给的函数性质 f（x）>
f（x-1）+ f（x-2），代入函数值再结合不等式同

向可加性，不断递推即可得解 .
高考真题5 （第 10题）设函数 f（x）=（x-

1）2（x-4），则
A. x=3是 f（x）的极小值点

B.当 0<x<1时，f（x）< f（x2）
C.当 1<x<2时，-4< f（2x-1）<0
D.当-1<x<0时，f（2-x）> 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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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ACD
真题题源 （人教 A版高中数学选择性

必修第二册第 104页复习参考题 5第 9题）已

知函数 f（x）=x（x-c）2在 x=2处有极大值，求 c

的值 .
探源分析 本题可以认为是教材中习题

的变式拓展，题中函数与题源同型，两道题均

以三次函数为载体研究函数的单调性和极

值，还涉及利用单调性和作差法比较大小 .
高考真题6 （第 13题）若曲线 y=ex+x在

点（0，1）处的切线也是曲线 y=ln（x+1）+a的
切线，则 a= .

参考答案 ln 2
真题题源 （人教 A版高中数学选择性

必修第二册第 104页复习参考题 5第 13题）

已知曲线 y=x+ln x在点（1，1）处的切线与曲

线 y=ax2+（2a+3）x+1只有一个公共点，求 a

的值 .
探源分析 本题考查导数的几何意义，

是由教材习题换一种表述改编而成的 .两道

题的考查要求是一致的，都是解决切线问

题，解题方法可以参考习题的做法 .求切线

方程涉及的题型有 3个：（1）求曲线在某点

处的切线的方程，这也是最简单的一种题型 .
（2）过某点求曲线的切线 .这类题型中，已知

点不一定在曲线上，即使该点在曲线上，也

不一定是切点，解题的时候需要设出切点坐

标 .（3）已知切线方程，求曲线方程中的参数 .

这类题目一定要注意的是：①切点在曲线

上，也在切线上；②切点处的导函数值就是切

线的斜率 .
高考真题7 （第 15题）记△ABC的内角

A、B、C 的对边分别为 a、b、c，已知 sin C=
2 cos B，a2+b2-c2= 2ab.
（1）求B；

（2）若△ABC的面积为 3+ 3，求 c.
参考答案 （1）B= π3 . （2）c=2 2 .
真题题源 （人教 A版高中数学必修第

二册第 54页习题 6.4第 22题）已知 a、b、c分别

为△ABC三个内角 A、B、C的对边，且 acos C+
3asin C-b-c=0.
（1）求 A；

（2）若a=2，则△ABC的面积为 3，求 b，c.
探源分析 两道题结构类似、本质相同，

都是考查解三角形，将正弦定理、余弦定理及

三角形的面积公式交汇在一起进行考查 .考
生要注意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的变形情况 .

总结与展望

1.高考复习应重视回归教材

高考命题已转向依照新课程标准命题，

复习重心也应由过于重视教辅、堆砌习题的

情况向教材习题倾斜 .很多高考题直接来自

课本例题、习题的改编或变式，学生在复习过

程中要充分重视教材 .教育家布鲁姆说：学生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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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到的知识越是基础，其普适性及迁移范围

就越广 .学生对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定理、公

式等基础知识掌握得越好，在考试中就越容

易抓住问题的本质，越不容易被误导 .高考

复习时间紧、任务重，学生要对教材知识点

做归纳总结，背靠教材进行真题及模拟题训

练，将回归教材与习题训练有机结合起来 .
2.掌握命题动向，科学备战高考

了解高考命题趋势是高效备考的关

键 .近年来，高考命题注重综合性、应用性

和创新性，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应

用能力 .高考复习要结合数学课程标准，分

析历年真题 .学生可以将模拟习题与高考

真题的训练结合起来，熟悉考试题型，提升

答题能力 .
3.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学生要了解相关定理、概念产生和发现

的历史背景及应用过程，夯实数学基础，培

养数学思维 .数学毕竟是思维的艺术，需要

大量以运算为主的习题训练，包括高考真

题，以规范学生的思维分析过程，使其熟练

掌握解答技巧，将抽象的数学思维具象化 .
学生在解答过程中可以梳理、突出同类习题

相同的核心理念，培养从复杂表象中抽离与

构造数学模型的能力，力争达到融会贯通、

举一反三的效果 .
4.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教育家波利亚在总结解题时说：“我们

必须一再地变化它，重新叙述它、变换它，直

到最后成功地找到某些有用的东西为止 .”在
高考复习中，学生可以对例题、习题进行变

式，恰当地变更问题情境或改变思维角度，

培养应变能力，养成从不同途径寻求解决问

题方法的习惯 .数学素养或者说思维能力的

提高，离不开习题训练 .通过有针对性地从

不同角度解析重构甚至推导知识点，学生可

以更高效地构建数学知识网络，避免陷入漫

无目的的题海战役 .
（第一作者系湖南浏阳市九中教师，第二

作者系湖南长沙市雅礼实验中学正高级教师）

（责任编校 /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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