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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素养立意下的解析几何专题复习，在高考导向、总结归纳、突出常规的同时要转向注重知识间的融

合，注重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要转向落实细节，注重回归教材的方式方法，培养惯性观念时注重学生运算难点的

突破，运用变式教学提升学生核心素养；要转向高考试题命题技术、共性联系、创新研究等方面的总结和预测上来，
从而把握命题方向．

【关键词】 　 素养立意；解析几何；变式教学；命题技术；共性联系

　 　 高考评价体系标志着中国高考正在实现从能力立意

到素养导向的历史性转变．回顾 ２０２１ 年素养立意下的解析

几何考题，可总结为：强化“四基”、考查“四能”；主要表现

在突出主干知识，重视解析几何的本质、基本思想与方法，
考查学生直观想象、逻辑推理、数学运算等核心素养以及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作为素养立意下的专题

复习，注重常规的同时，还必须适时“转向”，跳出“刷题”
模式，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把握与提升．
１　 高考导向，总结归纳

１．１　 突出常规情境，注重基本思想与技能

《普 通 高 中 课 程 标 准 （２０１７ 年 版 ２０２０ 年 修

订）》 ［１］（以下简称课标） 指出，平面解析几何内容包括：
直线与方程、圆与方程、圆锥曲线与方程、平面解析几何

的形成与发展．课标对每部分的考查要求作了明确，但高

考中直线、圆的方程很多时候融入圆锥曲线与方程的知

识当中进行综合考查，因此，圆锥曲线与方程是解析几

何的核心内容．梳理近两年的解析几何考查热点，大致可

归纳如下：

表 １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解析几何高考热点归纳

主题 必备知识 ２０２０ 年试卷分布（情境） ２０２１ 年试卷分布（情境）

直
线
与
圆
的
方
程

直线、 圆方

程问题

全国 Ⅰ 卷理、文数 ２２ 题，全国 Ⅱ 卷理、文
数 ２２ 题，全国 Ⅲ 理数 １０ 题、文数 ６ 题，全
国 Ⅲ 卷理、文数 ２２ 题

全国乙卷文、理数选考 ２２ 题，全国甲卷文、理数选考 ２２
题，新高考 Ⅰ 卷 １４ 题（双曲线），上海卷 ３ 题，上海卷 １１
题（抛物线）、２０ 题（椭圆），浙江卷 １６ 题

位置与距离

问题

全国 Ⅱ 卷理数 ５ 题、文数 ８ 题，浙江卷 １５
题

全国乙卷文数 １４ 题（双曲线），全国甲卷理数 ２０ 题、文数

２１ 题（抛物线），全国甲卷文数 ５ 题（双曲线），新高考 Ⅰ
卷 １１ 题，北京卷 ９ 题，上海卷 ２０ 题（抛物线）

圆
锥
曲
线
与
方
程

离心率问题
全国Ⅰ卷理数 １５题（双曲线），全国Ⅱ卷

理数 ８ 题、文数 ９ 题（椭圆，抛物线）
全国乙卷理数 １１ 题（椭圆），全国甲卷理数 ５ 题（双曲

线），北京卷 ５ 题（双曲线），浙江卷 １６ 题

弦长问题 全国Ⅰ卷文数 ６ 题，山东卷 １３ 题（抛物线） 全国乙卷文数 １１ 题（椭圆）、新高考 Ⅰ 卷 １１ 题

渐近线问题 山东卷 １３ 题 全国乙卷理数 １３ 题（双曲线）

面积问题

全国Ⅰ卷文数 １１题（双曲线），全国Ⅱ卷

理数 １９ 题、文数 １９ 题（双曲线），全国 Ⅲ
理数 １１ 题、文数 １４ 题（双曲线），全国 Ⅲ
理数 ２０ 题、文数 ２１ 题（双曲线）

全国乙卷理数 ２１ 题（抛物线、三角形面积），全国甲卷理

数 １５题、文数１６题（椭圆、四边形面积），北京卷１２题（抛
物线）

定点定值

问题

全国 Ⅰ 卷理数 ２０ 题、文数 ２１ 题，山东卷

２２ 题（椭圆）
新高考 Ⅰ 卷 ２１ 题

最值与范围

问题

浙江卷 １５ 题、２１ 题（抛物线、椭圆），上海

２０ 题（双曲线）

全国乙卷理数 ２１ 题（三角形面积），全国乙卷文数 ２０ 题

（抛物线、斜率），新高考 Ⅰ 卷 ５ 题，北京卷 ９ 题（弦长），
北京卷 ２０ 题（椭圆），浙江卷 ２１ 题（抛物线）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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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从表 １不难发现，高考试题主要以变换曲线类型、几
何性质和位置关系为载体，基本上在距离问题、面积问

题、最值与范围问题、定点定值问题等典型问题情境上做

文章．
１．２　 体现知识融合，注重问题解决能力

除了常规的考查方式，素养立意下的高考试题要素

已经从单一要素转向复合要素，这导致更注重考查知识

的融合；同时随着不定项多选题的出现，对解析几何专题

的要求更强调知识的迁移和问题解决能力．
１．２．１　 考查多选题与解析几何知识的融合

例 １　 （２０２０ 年山东卷 ９ 题）
已知曲线 Ｃ：ｍｘ２ ＋ ｎｙ２ ＝ １．
Ａ．若 ｍ ＞ ｎ ＞ ０，则 Ｃ 是椭圆，其焦点在 ｙ 轴上

Ｂ．若 ｍ ＝ ｎ ＞ ０，则 Ｃ 是圆，其半径为 ｎ
Ｃ．若 ｍｎ ＜ ０， 则 Ｃ 是双曲线， 其渐近线方程为

ｙ ＝ ± － ｍ
ｎ
ｘ

Ｄ．若 ｍ ＝ ０，ｎ ＞ ０，则 Ｃ 是两条直线

评析 　 此题以圆锥曲线统一形式为情境载体，根据

参数的变化，融合了不同曲线类型的知识，要求考生能从

基础知识出发，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分类讨论的基

础上进行逻辑推理，最后落脚在曲线（直线） 方程、渐近

线等常规问题的解决上．值得一提的是，解析几何的多项

选择题紧接着出现在 ２０２１ 年新高考 Ⅰ 卷 １１ 题，以直线

与圆的方程为载体，落脚在动态变化和对距离的考查上．
１．２．２　 考查解析几何与函数知识的融合

例 ２　 （２０２０ 年浙江卷 ８） 已知点 Ｏ（０，０），Ａ（– ２，
０），Ｂ（２，０） ．设点 Ｐ满足 ｜ ＰＡ ｜ – ｜ ＰＢ ｜ ＝ ２，且 Ｐ为函数

ｙ ＝ ３ ４ － ｘ２ 图象上的点，则 ｜ ＯＰ ｜ ＝ （　 　 ） ．

Ａ． ２２
２

　 　 Ｂ． ４ １０
５

　 　 Ｃ． ７ 　 　 Ｄ． １０

评析 　 本题体现了双曲线和函数图象的融合，同时

函数图象也是椭圆的上半部分，从而也是双曲线和椭圆

知识的融合．要求学生能从双曲线的定义出发，得出双曲

线右支的方程，结合函数解析式得出 Ｐ 点坐标．考查了学

生数学运算和直观想象的核心素养．值得注意的是，在
２０２１ 年浙江卷第 ９ 题出现了与数列（等比数列） 知识的

融合．
１．２．３　 考查解析几何与平面向量的融合

平面向量在新人教Ａ版教材中的位置发生了重要变

化，它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更加受到重视．因此解析

几何与平面向量的融合也就变得十分自然．比如 ２０２０ 年

江苏卷、天津卷、上海卷中的解析几何解答题，２０２１ 年上

海卷 ２０ 题等．这类融合主要涉及圆锥曲线的相关知识和

平面向量知识等，多出现在解答题，考查学生从代数角度

寻找关于长度或者利用向量的坐标反映向量的位置关系

方面解决问题的能力．
２　 备考转向，落实细节

复习备考策略一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往往各

种宏观上的指导颇多，而在复习中微观上的实际操作却

比较少．下面就几点落实关键细节上的经验和想法给出

建议．
２．１　 回归教材，注重方式方法

回归教材绝对不是在复习中简单地让学生“看看教

材，做做习题” ．复习备考回归教材是连续性的过程，是进

入复习教学时就要思考的整体性的、全局性的计划部署，
要定位如何通过对高考题和教材习题的比较、研究，达到

回归教材、活用教材以及类比拓展的目的［２］ ．
首先建立高考试题与教材的对接点．从高考试题的显

性要素和隐性要素两方面建立高考试题与教材的对接点．
比如，２０２１年全国新高考Ⅱ卷第１３题可对接新人教Ａ版选

择性必修２习题３．２第３题；全国甲卷理科第１５题可对接选

择性必修 ２ 复习参考题 ３ 第 ７ 题等．其次，以高考为导向挖

掘教材资源．根据建立的高考与教材的对接点，从高考考

查的重点、高考试题的命题思路反思教材相关重点内容的

问题提出方式，创新教材习题形式．最后，将对接点要融入

解析几何专题中的思维导图，形成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

关系，以便应对知识融合时的思维跨越．
２．２　 培养惯性观念，突破运算难点

素养立意的高考命题重视学科观念、规律的考查，考
查学生扎实的学科基础，引导他们去形成思维中的惯性观

念，并且能够合理的进行转化［３］ ．思维上的惯性观念往往

在解析几何解答题中体现为：需要联立直线与曲线方程，
利用韦达定理整体代换进行求解，所得表达式有时候可以

很快求解，有时候就需要一些技巧，这时学生就容易卡壳．
这是学生运算的难点，因为这里涉及到两种运算结构．
２．２．１　 对称结构

转化 表 达 式 中 只 含 “ｘ１ ＋ ｘ２”（ 或 “ｙ１ ＋ ｙ２”）、
“ｘ１ｘ２”（或“ｙ１ｙ２”） 的结构，我们俗称其为“对称结构” ．

例 ３　 （２０２１ 年新高考Ⅰ卷 ２１ 题） 在平面直角坐标

系 ｘＯｙ中，已知点Ｆ１（ － １７ ，０），Ｆ２（ １７ ，０），点Ｍ满足

｜ ＭＦ１ ｜ － ｜ ＭＦ２ ｜ ＝ ２，记 Ｍ 的轨迹为 Ｃ．
（１） 求 Ｃ 的方程；

（２） 设 Ｔ点在直线 ｘ ＝ １
２

上，过 Ｔ的两条直线分别交

Ｃ 于Ａ，Ｂ两点和Ｐ，Ｑ两点，且 ｜ ＴＡ ｜ ｜ ＴＢ ｜ ＝｜ ＴＰ ｜ ｜ ＴＱ ｜ ，
求直线 ＡＢ 的斜率与直线 ＰＱ 的斜率之和．

评析 　 第（２） 问中可用弦长公式转化为 ｜ ＴＡ ｜

｜ ＴＢ ｜ ＝ １ ＋ ｋ２
ＡＢ ·｜ ｘＡ － １

２
｜· １ ＋ ｋ２

ＡＢ ·｜ ｘＢ － １
２

｜ ＝

（１ ＋ ｋ２
ＡＢ）（ｘＡｘＢ －

ｘＡ ＋ ｘＢ

２
＋ １

４
） ．此时能直接利用韦达定

理整体代换求解．再比如 ２０２１ 年新高考 Ⅱ 卷 ２０ 题也是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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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
２．２．２　 非对称结构

例 ４　 （２０２０年全国Ⅰ卷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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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析 　 解答此题大部分学生的惯性思路为： 由

Ａ（ － ３，０），Ｂ（３，０），设 Ｃ（ｘ１，ｙ１），Ｄ（ｘ２，ｙ２），直线 ＡＣ 与

ＢＤ 的方程为 ｙ ＝
ｙ１

ｘ１ ＋ ３
（ｘ ＋ ３），ｙ ＝

ｙ２

ｘ２ － ３
（ｘ － ３） 根据

ＡＣ与ＢＤ相交，则可得
３ｙ１

ｘ１ ＋ ３
＝

ｙ２

ｘ２ － ３
．此时就是非对称结

构，若将 ＣＤ 直线方程（斜率存在时）ｙ ＝ ｋｘ ＋ ｂ 代入椭圆

方程得到表达式（９ｋ２ ＋ １）ｘ２ ＋ １８ｋｂｘ ＋ ９ｂ２ － ９ ＝ ０，由韦

达定理并不能解决问题［４］ ．教师这时应该引导、帮助学生

总结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例如平方法、积转为和等） 或

者规避这类非对称结构的求解方法．
２．３　 课堂变式教学，聚焦核心素养

课堂变式教学能总结复习备考中出现的问题，能够

引导学生在熟悉的情境中抽象出数学概念和规则，并以

此铺展开来，在关联的情境中分析并解决数学问题，达到

触类旁通的效果．
例 ５　 （２０２１ 年八省联考数学 ２１ 题（１）） 双曲线 Ｃ：

ｘ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ａ ＞ ０，ｂ ＞ ０） 的左顶点为 Ａ，右焦点为 Ｆ，动

点Ｂ在Ｃ上．当ＢＦ⊥ＡＦ时， ｜ ＢＦ ｜ ＝｜ ＡＦ ｜ ．求Ｃ的离心率．
此题是解答题第（１） 问，以双曲线为情境，在两直线

为特殊位置关系且满足 ｜ ＢＦ ｜ ＝｜ ＡＦ ｜ 等式关系时的离心

率问题，依然落脚于常规问题．为了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

能力，可以针对情境进行变式、迁移：
例 ６　 （恩施州 ２０２２ 届高三第一次质量监测 ６ 题）

双曲线 Ｃ：ｘ
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ａ ＞ ０，ｂ ＞ ０） 的左顶点为 Ａ，右焦

点为 Ｆ，过点 Ａ 的直线交双曲线 Ｃ 于另一点 Ｂ，当 ＢＦ ⊥
ＡＦ 时满足 ｜ ＡＦ ｜ ＞ ２ ｜ ＢＦ ｜ ，则双曲线离心率 ｅ的取值范

围是（　 　 ） ．

Ａ．１ ＜ ｅ ＜ ２　 　 　 Ｂ．１ ＜ ｅ ＜ ３
２

Ｃ． ３
２

＜ ｅ ＜ ２ Ｄ．１ ＜ ｅ ＜ ３ ＋ ３
２

这样，就把圆锥曲线中基本量的问题迁移到了范围

问题，虽然基础知识一样，但涉及到逻辑推理、数学运算

等核心素养水平是不一样的．

３　 研究考向，猜想预测

加强对高考试题的研究，可以在命题技术、共性联

系、创新研究等方面总结解题思路、方法，便于在关联的

情境中进行迁移，把握命题方向乃至预测试题．
３．１　 基于命题技术研究与预测

归纳解析几何题情境中的圆锥曲线性质及去情境化

的平面几何性质，总结命题技术及类似案例，能深入体会

解析几何命题中利用平面几何关于三角形的一些等式关

系、性质或结论进行试题命制的过程．
例７　 （２０１９年浙江卷２１题） 如图１，已知Ｆ（１，０） 是

抛物线 ｙ２ ＝ ２ｐｘ（ｐ ＞ ０） 的焦点，过点 Ｆ 的直线交抛物线

于 Ａ，Ｂ两点，点 Ｃ在抛物线上，使得△ＡＢＣ的重心 Ｇ在 ｘ
轴上，直线 ＡＣ 交 ｘ 轴于点 Ｑ，点 Ｑ 在点 Ｆ 的右侧，记

△ＡＦＧ，△ＣＱＧ 的面积分别为 Ｓ１，Ｓ２ ．
（１） 求 ｐ 的值及抛物线的准线方程；

（２） 求
Ｓ１

Ｓ２
的最小值及此时 Ｇ 点坐标．

图 １　 　 　 　 　 　 　 　 图 ２

若去掉抛物线的情境，可表述为：如图 ２，过 △ＡＢＣ
的重心 Ｇ 作一条直线分别交 ＡＢ，ＡＣ 于 Ｆ，Ｑ，记 △ＡＦＧ，

△ＣＱＧ 的面积分别为 Ｓ１，Ｓ２，则
Ｓ１

Ｓ２
的最小值为 １ ＋ ３

２

［５］

．

结论很容易证明，也是三角形中的一条性质．有意思

的是，２０２１ 年浙江卷依然是类似的命题手法．
　 　 例 ８　 （２０２１ 年浙江卷 ２１ 题） 如图 ３，已知 Ｆ是抛物

线 ｙ２ ＝ ２ｐｘ（ｐ ＞ ０） 的焦点，Ｍ 是抛物线的准线与 ｘ 轴的

交点，且 ｜ ＭＦ ｜ ＝ ２．
（１） 求抛物线的方程；
（２） 设过点 Ｆ的直线交抛物线于 Ａ，Ｂ两点，斜率为 ２

的直线 ｌ 与直线 ＭＡ，ＭＢ，ＡＢ，ｘ 轴依次交于点 Ｐ，Ｑ，Ｒ，Ｎ，
且 ｜ ＲＮ ｜ ２ ＝｜ ＰＮ ｜·｜ ＱＮ ｜ ，求直线 ｌ在 ｘ轴上截距的范围．

图 ３　 　 　 　 　 　 　 　 图 ４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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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 去掉抛物线背景， 可描述为： 如图 ４， 在

ＭＡＢ 中，ＭＦ 平分 ∠ＡＭＢ，直线 ＰＱ 与 ＭＡＢ 的三边 ＭＡ，
ＭＢ，ＡＢ，ＭＦ依次交于点 Ｐ，Ｑ，Ｒ，Ｎ，如果 ｜ ＲＮ ｜ ２ ＝ ｜ ＰＮ ｜

·｜ ＱＮ ｜ ，那么
ＢＭ
ＭＰ

·ＮＲ
ＱＮ

·ＲＦ
ＦＢ

＝ １． 结论的证明可利用梅涅

劳斯定理，请读者自己完成．类似这样的命题手法，通过

三角形性质，融入圆锥曲线的背景，应该引起关注．
３．２　 基于试题共性研究与预测

所谓试题共性研究，就是根据联系的多样性，对各地

高考试卷解析几何的命题立意、情境设问、解法等方面进

行共性研究，归纳与分类，寻找之间的联系，把握命题方向．
例 ９　 （２０２１ 年新高考Ⅱ卷 ２０ 题） 已知椭圆 Ｃ的方

程为
ｘ２

ａ２
＋ ｙ２

ｂ２
＝ １（ａ ＞ ０，ｂ ＞ ０），右焦点为 Ｆ（ ２ ，０），且

离心率为
６
３
．

（１） 求椭圆 Ｃ 的方程；
（２） 设点 Ｍ，Ｎ 是椭圆 Ｃ 上的两点，直线 ＭＮ 与曲线

ｘ２ ＋ ｙ２ ＝ ｂ２（ｘ ＞ ０） 相切．证明：Ｍ，Ｎ，Ｆ 三点共线的充要

条件是 ｜ ＭＮ ｜ ＝ ３ ．
例 ９ 与例 ３ 两道真题的第（２） 问解法中的条件式都

是用弦长公式，转化为两交点坐标的对称结构．在命题立

意上，两道高考真题都以圆锥曲线与圆的位置关系为背

景，例 ３ 比较隐性，实质为 Ａ，Ｂ，Ｐ，Ｑ 四点共圆，即圆与双

曲线相交于四点；例 ９ 显性的给出了圆与椭圆相切，最后

二者都是以直线与曲线的位置关系为落脚点［６］ ．
３．３　 基于创新视角研究与预测

高考命题要防止试题题型、命题方式固化，增加试题

新颖性和灵活性，促进学生融会贯通、真懂会用，引导中

学数学全面教学、夯实基础、灵活学习、创新思考［７］ ．同
样，解析几何题也应适当创新，可以将一些简单的几何关

系融入情境，提出新的问题，培养思维能力．
例 １０　 （恩施州 ２０２２届高三第一次质量监测 ２１题）

已知抛物线 Ｃ：ｙ２ ＝ ２ｐｘ（ｐ ＞ ０） 的顶点为 Ａ，直线 ｙ ＝ ｘ与

抛物线 Ｃ 的交点（异于点 Ａ） 到点 Ａ 的距离为 ４ ２ ．
（１） 求 Ｃ 的标准方程；
（２） 过点 Ａ作斜率为 ｋ（ｋ ＞ ０） 的直线 ｌ与 Ｃ交于点

Ｍ（异于点 Ａ），直线 ｌ关于直线 ｙ ＝ ｘ对称的直线 ｌ１ 与Ｃ交

于点 Ｎ（异于点 Ａ），求证：直线 ＭＮ 过定点．
解析 　 （１） 抛物线的标准方程为 ｙ２ ＝ ４ｘ．
（２） 证明：设 Ｍ（ｘ１，ｙ１），Ｎ（ｘ２，ｙ２），将 ｌ：ｙ ＝ ｋｘ 代入

抛物线方程得 ｋ２ｘ２ － ４ｘ ＝ ０，所以 ｘ ＝ ４
ｋ２ ，ｙ１ ＝

４
ｋ
，设直线

ｌ１：ｙ ＝ ｋ１ｘ，同理 ｘ２ ＝ ４
ｋ２
１

，ｙ２ ＝ ４
ｋ１

，因为 ｌ 与直线 ｌ１：ｙ ＝ ｋ１ｘ

关于直线 ｙ ＝ ｘ对称，由图形对称性，计算可得 ｋ１ｋ ＝ １． 所

以 ｘ２ ＝ ４ｋ２，ｙ２ ＝ ４ｋ， 又 ｋＭＮ ＝
ｙ２ － ｙ１

ｘ２ － ｘ１

＝
４ｋ － ４

ｋ

４ｋ２ － ４
ｋ２

＝

ｋ（ｋ２ － １）
ｋ４ － １

＝ ｋ
１ ＋ ｋ２， 所以直线 ＭＮ 的方程为 ｙ － ４

ｋ
＝

ｋ
１ ＋ ｋ２

ｘ － ４
ｋ２

æ

è
ç

ö

ø
÷ ，化简有 ｙ ＝ ｋ

１ ＋ ｋ２（ｘ ＋ ４），所以恒过定

点（ － ４，０） ．
评析 　 例 １０ 依然是常规情境中的定点定值问题，

解题思路也是常规的惯性观念，但是“一条直线关于 ｙ ＝
ｘ 对称的直线方程” 是本题创新之处，在情境中融入了简

单“对称” 关系，学生在问题解决中出现了思维障碍、知
识脱节，不会利用数形结合进行进一步的直观想象，不会

用数学语言将其描述出来．
４　 结束语

尽管年年岁岁“题” 相似，岁岁年年“意” 不同，但是近

几年高考全国卷中解析几何内容一般包含２到３个选择与

填空题、１ 个解答题，基本趋于稳定．各地也大多采用了三

轮复习备考模式，本文中阐述的“三个方面” 也是三轮复

习阶段实施层面中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总之，素养立意

下的解析几何复习备考，教师要从关注知识转向关注学

生，不应被“复习资料” 牵着鼻子走，教学中应该立足学

情，抓住解析几何本质，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数

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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