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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高考真题 ，落实探究意识
樋 江苏省宜兴第一中学 　 陈寅文

历年的高考数学试题 ，都是我们平时数学教学与

数学学习的一个极佳媒介 ．高考数学真题 ，往往立意

新颖 ，内涵丰富 ，思想典型 ，科学创新 ，交汇融合 ，极具

教学 、学习 、观摩 、探究等多层面的价值 ，值得我们好

好深入分析与探究 ．借助高考真题 ，合理渗透与落实

探究意识 ，深入学习 ，有效提升思维的深度与广度 ，实

现数学能力立意 ，合理培养学生敏锐的洞察力 、系统

的知识转化能力 、灵活的思维能力 、严密的逻辑推理

能力以及自觉应用数学相关知识解决现实生活问题

的能力等 ．

1 类比性探究
类比性探究是结合高考真题加以初步探究 ，从问

题条件中的一个知识层面类比延展到另一个知识层

面 ，初步形成举一反三的数学知识与数学能力的应

用 ，形成灵活熟练的数学思想与数学能力 ．

例 1 　 （２０２０年高考数学新高考 Ⅰ 卷（山东卷）第

８题）若定义在R的奇函数 f （x ）在（－ ∞ ，０）上单调递

减 ，且 f （２） ＝ ０ ，则满足 x f （x － １） ≥ ０的 x的取值范
围是（ 　 　 ） ．

A ．［－ １ ，１］ ∪ ［３ ，＋ ∞ ） 　 B ．［－ ３ ，－ １］ ∪ ［０ ，１］

C ．［－ １ ，０］ ∪ ［１ ，＋ ∞ ） 　 D ．［－ １ ，０］ ∪ ［１ ，３］

图 １

解析 ：根据题意条

件 ，作出满足条件的函

数 y ＝ f （x ）的草图 ，如

图 １中的实线部分 ，那

么函数 y ＝ f （x － １）的

图象是由函数 y ＝

f （x ）的图象向右平移 １个单位长度得到的（如图 １中

的虚线部分） ，数形结合 ，可知满足 x f （x － １） ≥ ０的

x 的取值范围是［－ １ ，０］ ∪ ［１ ，３］ ．故选 D ．

点评：根据题目条件作出抽象函数的草图 ，数形

结合 ，借助抽象函数图象的平移变换 ，进而结合图形

的直观来直接确定抽象不等式的解集问题 ．抓住本

质 ，合理平移 ，巧妙转化 ，直观破解 ．平移法也是破解

此类问题中效益极佳的一种方法 ，为问题的进一步类

比性探究奠定基础 ．

探究 1 ：若偶函数 f （x ）在（－ ∞ ，０］单调递减 ，且

f （２） ＝ ０ ，则满足 x f （x － １） ＞ ０的 x 的取值范围是
（ 　 　 ） ．

A ．（－ １ ，０） ∪ （３ ，＋ ∞ ）　 B ．（－ ∞ ，－ １） ∪ （０ ，１）

C ．（－ １ ，０） ∪ （１ ，＋ ∞ ）　 D ．（－ ∞ ，０） ∪ （１ ，３）

图 ２

解析 ：根据题目条件 ，作出

满足条件的函数 y ＝ f （x ）的草
图 ，如图 ２中的实线部分 ，那么

函数 y ＝ f （x － １）的图象是由

函数 y ＝ f （x ）的图象向右平移
１个单位长度得到的（如图 ２中

的虚线部分） ，数形结合 ，可知

满足 x f （x － １） ＞ ０的 x 的取
值范围是（－ １ ，０） ∪ （３ ，＋ ∞ ） ．故选 A ．

点评：通过改变原来抽象函数的奇偶性进行类

比性探究 ，在此背景下求解抽象不等式的解集 ，考查

的数学知识与数学能力与原来高考真题相差无几 ，难

度也基本相当 ，都是通过平移法来处理问题的进一步

尝试与综合 ．类比性探究经常用于数学运算 、函数的

基本性质 、数列的不同类型 、圆锥曲线的不同曲线等

加以类比与延展 ．

2 拓展性探究
拓展性探究是结合高考真题加以探究 ，从特殊到

一般 ，从基础到深奥 ，从点到面 ，符合我们学习 、认知

与思维的一般性过程 ．通过拓展性探究 ，可以有效加

深数学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层次 ，合理形成数学思维与

数学能力 ．

例 2 　 （２０２０年高考数学浙江卷第 １１题）我国古

代数学家杨辉 、朱世杰等研究过高阶等差数列的求和

问题 ，如数列
n（n ＋ １）

２
就是二阶等差数列 ．数列

n（n ＋ １）

２
（n ∈ N倡

）的前 ３项和是 ．

解析 ：由题可知 ，S３ ＝ a１ ＋ a２ ＋ a３ ＝ １ ＋ ３ ＋ ６ ＝ １０ ．

故填答案 ：１０ ．

点评：该题以数学文化并结合数列知识为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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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给出数列的通项公式来确定相应的求和问题 ，以

简单题作为填空题的第一题 ，比较简单 ．进一步加以

深入探究 ，深入数学知识与数学能力的层面 ，可以有

不少的收获 ．

探究 2 ：我国古代数学家杨辉 、朱世杰等研究过高

阶等差数列的求和问题 ，如数列
n（n ＋ １）

２
就是二阶

等差数列 ．数列
n（n ＋ １）

２
（n ∈ N 倡

）的前 n项和是

．

解析 ：由于 an ＝
n（n ＋ １）

２
＝
１

６
［n（n ＋ １）（n ＋ ２） －

（n － １）n（n ＋ １）］ ，可得 Sn ＝
１

６
｛（１ × ２ × ３ － ０ × １ ×

２） ＋ （２ × ３ × ４ － １ × ２ × ３） ＋ （３ × ４ × ５ － ２ × ３ × ４）

＋ ⋯ ⋯ ＋ ［n（n ＋ １）（n ＋ ２） － （n － １）n（n ＋ １）］｝ ＝

１

６
［n（n ＋ １）（n ＋ ２） － ０ × １ × ２］ ＝

１

６
n（n ＋ １）（n ＋ ２） ．

故填答案 ：
１

６
n（n ＋ １）（n ＋ ２） ．

点评：根据以上探究问题 ，当 n ＝ ３时 ，S３ ＝
１

６
×

３ × （３ ＋ １） × （３ ＋ ２） ＝ １０ ，与原高考真题的答案吻

合 ．其实 ，通过对应数列中的通项公式进行裂项处

理 ，转化为相应的连续三个自然数的积的差式 ，进而

结合求和公式进行裂项相消法处理 ．破解的关键是

根据数列的通项公式的特征 ，固定 n（n ＋ １） ，利用

n（n ＋ １） ＝
１

３
n（n ＋ １）（n ＋ ２） －

１

３
（n － １）n（n ＋ １）

进行作差裂项 ．

3 规律性探究
规律性探究是结合高考真题加以系统化探究 ，从

一般性问题中归纳出规律性的结论 ，从而为问题的进

一步学习与研究提供条件 ，提升知识的交汇与综合能

力 ．通过规律性探究 ，可以有效融合数学知识的理解

与掌握 ，高效形成数学思维与数学能力 ．

例 3 　 （２０２０年高考数学全国卷 Ⅰ 理科第 ２０题 ，

文科第 ２１题）已知 A ，B分别为椭圆 E ：
x ２

a２ ＋ y２

＝ １（a

＞ １）的左 、右顶点 ，G为 E的上顶点 ，AG →· GB →＝ ８ ，P
为直线 x ＝ ６上的动点 ，PA 与 E的另一交点为 C ，PB
与 E的另一交点为 D ．

（１）求 E的方程 ；

（２）证明 ：直线 CD过定点 ．

解析 ：（１）由题设得 A （－ a ，０） ，B（a ，０） ，G（０ ，１） ，

图 ３

则 AG →＝ （a ，１） ，GB →＝ （a ，－ １） ．

由 AG →· GB →＝ ８ ，得 a２ － １ ＝

８ ，即 a ＝ ３ ．

所以椭圆 E的方程为 x ２

９
＋

y２

＝ １ ．

（２）证明 ：设直线 AC的方程为 x ＝ k１ y － ３ ，直线

BD的方程为 x ＝ k２ y ＋ ３ ，直线 CD的方程为 x ＝ my
＋ n ，直线 AB的方程为 y ＝ ０ ，那么以 A ，C ，B ，D四点
构成的曲线系方程为（x － k１ y ＋ ３）（x － k２ y － ３） ＋

λy（x － my － n） ＝ μ
x ２

９
＋ y２

－ １ ，比较关系式两边

的系数 ，知 x y项的系数 － k１ － k２ ＋ λ ＝ ０ ，y项的系数
３k１ － ３k２ － λn ＝ ０ ， 联 立 以 上 两 式 ， 可 得

k１ ＋ k２ ＝ λ ，

k１ － k２ ＝
λn
３

，
联 立

x ＝ k１ y － ３ ，

x ＝ k２ y ＋ ３ ，
可 得 x ＝

３（k１ ＋ k２ ）

k１ － k２

＝
９

n ＝ ６ ，解得 n ＝
３

２
．故直线 CD过定点

３

２
，０ ．

点评：此题以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相关的点 、直

线 、椭圆为问题背景 ，结合平面向量的数量积关系式

来确定对应的椭圆方程 ，在此基础上 ，借助定直线上

的动点的“动” 、产生的新直线的“动” 、以及动直线所

过定点的“静”这一系列的动静结合的元素 ，来构造一

幅完美和谐 、辩证统一的美妙“画卷” ．进而通过规律

性探究 ，得到一般性问题的相关结论 ．

结论 ：已知 A ，B分别为椭圆 E ：
x ２

a２ ＋
y２

b２ ＝ １（a ＞

b ＞ ０）的左 、右顶点 ，P为直线 x ＝ λa（λ ＞ １）上的动

点 ，PA 与 E的另一交点为 C ，PB与 E的另一交点为

D ．则直线 CD过定点 a
λ

，０ ．

点评：以上结论的证明可参照以上高考真题的

破解加以证明 ，这里不再加以叙述 ．在高考真题中 ，a

＝ ３ ，λ ＝ ２ ，则知直线 CD过定点 ３

２
，０ ．

一些典型的高考真题 ，是数学教材与数学知识的

进一步挖掘 、融合与拓展 ，合理渗透与落实探究意识 ，

可以充分把数学知识 、数学思想与数学能力等加以融

合与提升 ，举一反三 ，融会贯通 ，有效考查学生的数学

知识与数学能力 ，培养学生优良的数学品质 ，培育学

生良好的人文精神 ，启迪学生丰富的数学思想 ，进而
塑造数学情境 ，拓展创新能力与思维能力 ，开启充满

数学智慧与数学应用的精彩人生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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