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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函数 、导数 、不等式和方程知识模块承载着许多重要的数学知识 、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 ，能够集

中体现数学核心素养 ．本文就以高考数学函数模块的题型结构及解法探究为话题 ，研究如何利用数学必备知

识发展学生数学关键能力 ，达到提升学生数学学科素养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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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知识是高中数学的重要内容 ．函数思想

和方法贯穿于高中数学全过程 ；不等式与方程是

函数的特殊形态 ；导数是解决函数问题的工具 ，也

是中学数学与大学数学知识的交汇点 ．所以函数 、

导数 、不等式和方程是高中数学最基础又具广阔

发展前景的知识模块 ，它承载着许多重要的数学

知识 、方法和思想 ，能够集中体现数学核心素养 ．本

文就以高考数学函数模块的题型结构及解法探究

为话题 ，研究如何利用数学必备知识 ，发展学生数

学关键能力 ，达到提升学生数学学科素养的目的 ．

1  夯实必备知识
1 ．1  理解函数概念

函数概念是函数模块的核心概念和主干知

识 ，主要包括映射与函数概念 ，函数的定义域 、值

域和解析式等知识 ．其中解析式是三要素中最具

活力的要素 ，它是函数的代数呈现形式 ，函数的定

义域 、值域等所有性质都与解析式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因而以解析式为载体求函数值 、求最值 、

求参数是高考试题经久不衰的热点 ．

例 1  （２０１８ 全国新课标 Ⅱ 卷文 １２）已知

f （x ）是定义域为（ － ∞ ，＋ ∞ ）的奇函数 ，满足

f （１ － x ） ＝ f （１ ＋ x ） ．若 f （１） ＝ ２ ，则 f （１） ＋

f （２） ＋ f （３） ＋ ⋯ ＋ f （５０） ＝ （  ） ．

A ．－ ５０    B ．０    C ．２    D ．５０

解析  f （x ）是定义域为（－ ∞ ，＋ ∞ ）的奇

函数 ，且 f （１ － x ） ＝ f （１ ＋ x ） ，所以 f （３ ＋ x ） ＝

－ f （x ＋ １） ＝ f （x － １） ，故 T ＝ ４ ．因此 ，f （１） ＋

f （２） ＋ f （３） ＋ ⋯ ＋ f （５０） ＝ １２［ f （１） ＋ f （２） ＋

f （３） ＋ f （４）］ ＋ f （１） ＋ f （２） ．因为 f （３） ＝

－ f （１） ，f （４） ＝ － f （２） ，所以 f （１） ＋ f （２） ＋

f （３） ＋ f （４） ＝ ０ ．又 f （２） ＝ f （－ ２） ＝ － f （２） ，故

f （２） ＝ ０ ，从而原式 ＝ f （１） ＝ ２ ．

评析  本例先利用函数的奇偶性和对称性

确定其周期为４ ，得 f （１） ＋ f （２） ＋ f （３） ＋ f （４） ＝
０ ，转化为求 f （１） ＋ f （２） ，而函数方程 f （１ ＋ x ） ＝
f （１ － x ）可用特值法求出 f （２） ．这类考试题都是

以函数概念为背景 ，涉及解析式 、函数值 、最值 、值

域 、奇偶性和对称性等 ，主要考查学生对函数概念

及其本质的理解 ，考查学生的数学抽象能力 、转化

化归能力和运算求解能力 ，指向于学生的数学抽

象 、数学运算核心素养 ，其解答程序为 ：条件 → 解

析式 → 结论 ．

1 ．2  把握函数图象
函数图象是函数模块的主干知识 ，主要包括

作图 、识图和用图三个层面 ，它是函数的直观呈现

形式 ，融函数概念及函数性质于一体 ，是数形结合

的典范 ，因而也是高考试题经久不衰的热点 ．以函

数图象为背景 ，涉及函数的对称性 、零点 、交点等

问题的题型是高考中常见的题型 ．

例 2  （２０１６ 新课标 Ⅱ 卷文 １２）已知函数

f （x ）（x ∈ R）满足 f （x ） ＝ f （２ － x ） ，若函数

y ＝ | x ２
－ ２ x － ３ | 与 y ＝ f （x ）图象的交点为

（x １ ，y１ ） ，（x２ ，y２ ） ，⋯ ，（x m ，ym ） ，则 ∑
m

i ＝ １

x i ＝ （ ） ．

A ．０    B ．m    C ．２m    D ．４m
解析  由 f （x ） ＝ f （２ － x ）得 f （x ）关于直

线 x ＝ １对称 ，而 y ＝ | x ２
－ ２ x － ３ | ＝ | （x － １）

２
－

４ |也关于直线 x ＝ １对称 ，故函数 y ＝ | x ２
－ ２ x －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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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与 y ＝ f （x ）图象的交点关于直线 x ＝ １对称 ．

不妨设 x １ ＜ x ２ ＜ x ３ ＜ ⋯ ＜ x m ，则
x １ ＋ x m

２
＋

x ２ ＋ x m －１

２
＋ ⋯ ＋

x m ＋ x １

２
＝ m ，即 ∑

m

i ＝ １

x i ＝ m ，故

选 B ．

评析  本例利用函数图象对称性得到

x i ＋ x m＋ １ － i

２
＝ １（i ＝ １ ，２ ，⋯ ，m） ，从而使问题得到

解决 ．这类题的解答首先要 ：① 掌握幂 、指 、对基

本函数的图象特点 ；② 掌握作出函数图象的常用

方法及函数图象的平移 、对折等变化 ；③ 会进行

图象的选择与对比 ，会把函数的代数呈现形式转

化为函数图象问题进行处理 ．考查学生对函数性

质及图象的理解 ，考查学生的转化化归能力和运

算求解能力 ．指向于学生的数学抽象 、几何直观和

数学运算核心素养 ．

1 ．3  掌握函数性质
以函数性质为背景 ，涉及比较大小 、解不等

式 、求参数范围等问题的题型在高考中屡见不鲜 ．

不等式是函数的非零点形态 ，因而所有的不等式

都有它自己特殊的函数背景 ，所以函数的思想方

法也是解决不等式问题最基本 、最有力的工具 ，特

别是函数极值和单调性 ，更是比较大小和解不等

式的重要工具 ．

例3  （２０１５新课标 Ⅱ 卷理１２）设函数 f′（x ）
是奇函数 f （x ）（x ∈ R）的导函数 ，f （－ １） ＝ ０ ，当

x ＞ ０时 ，x f′（x ） － f （x ） ＜ ０ ，则使得 f （x ） ＞ ０

成立的 x 的取值范围是（  ） ．

A ．（－ ∞ ，－ １） ∪ （０ ，１）

B ．（１ ，＋ ∞ ） ∪ （－ １ ，０）

C ．（－ ∞ ，－ １） ∪ （－ １ ，０）

D ．（１ ，＋ ∞ ） ∪ （０ ，１）

解析  记 g（x ） ＝
f （x ）
x ，则 g′（x ） ＝

x f′（x ） － f （x ）
x ２ ．因为当 x ＞ ０ 时 ，x f′（x ） －

f （x ） ＜ ０ ，故当 x ＞ ０时 ，g′（x ） ＜ ０ ，所以 g（x ）
在（０ ，＋ ∞ ）上单调递减 ．又因为函数 f （x ）（x ∈

R）是奇函数 ，故函数 g（x ）是偶函数 ，所以 g（x ）
在（－ ∞ ，０）上单调递增 ，且 g（－ １） ＝ g（１） ＝ ０ ．当

０ ＜ x ＜ １时 ，g（x ） ＞ ０ ，则 f （x ） ＞ ０ ；当 x ＜ － １

时 ，g（x ） ＜ ０ ，则 f （x ） ＞ ０ ．综上所述 ，使得

f （x ） ＞ ０成立 x的取值范围是（－ ∞ ，－１） ∪ （０ ，１） ．

评析  从上述例题可以看出 ，以函数为背景

的不等式问题 ，其解答首先要找到不等式问题的

背景函数 ，进而讨论其单调性或者作出图象 ，最后

利用单调性或者图象比较大小与解不等式 ．主要

考查比较大小 、解不等式 、不等式成立求参数范围

等问题 ，考查学生的转化化归能力和运算求解能

力 ．指向于学生的直观想象和数学运算核心素养 ．

1 ．4  熟练计算导数
导数是解决函数问题的有力工具 ，导数为零

是函数在该点取极值的必要条件 ；二阶导数为零

是该点为函数拐点的必要条件 ；函数在某一点的

导数是函数图象在该点的切线的斜率 ；定积分则

是函数图象围成的曲边梯形的面积 ．这些知识是

解决以导数运用为背景 ，涉及函数的单调性 、极

值 、切线与积分等问题的基本法则 ．

例 4  （２０１４新课标 Ⅱ卷文１１）若函数 f （x ） ＝
kx － ln x在区间（１ ，＋ ∞ ）单调递增 ，则 k的取值
范围是（  ） ．

A ．（－ ∞ ，－ ２］    B ．（－ ∞ ，－ １］

C ．［２ ，＋ ∞ ） D ．［１ ，＋ ∞ ）

解析  因为 f （x ）在（１ ，＋ ∞ ）上递增 ，所以

f′（x ） ≥ ０恒成立 ，故 f′（x ） ＝ k －
１

x ≥ ０ ，从而

k ≥ １ ＞
１

x ，因此 k ∈ ［１ ，＋ ∞ ） ，选 D ．

评析  导数与函数的单调性 、极值 、最值 ，函

数图象的切线 ，曲边梯形的面积存在密切的联系 ．

有关函数导数问题的题型主要考查二次 、三次 、指

数与对数的复合函数 、混合函数的性质特点 ，涉及

函数的单调性 、极值 、极值点 、值域 ，函数图象的切

线 ，积分等问题 ．切线问题的解答范式 ：导数 → 切

点 → 斜率 → 切线 ；单调极值问题的解答范式 ：定

义域 → 导数 → 驻点 → 列表 → 图象 ，主要考查学

生的转化化归能力和运算求解能力 ．指向于学生

的数学抽象 、直观想象 、数学运算核心素养 ．

2  发展关键能力
高考函数与导数综合题 ，涉及函数内容的各

个方面与各个层次 ，基本上每年的第一问都是从

切线问题 、单调性与极值这两个问题中选一个 ．通

过对高考试题解答方法的分析 、提炼 ，就会发现通

性通法与灵活化归是解题的主要策略 ．

2 ．1  运用导数的几何意义处理切线问题
由导数的几何意义可知 ，函数在某一点的导

数就是函数图象在该点切线的斜率 ，因而我们可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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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导数解决函数图象的切线问题 ．

例 5  （２０１６ 新课标 Ⅱ 卷文 ２０）已知函数

f （x ） ＝ （x ＋ １）ln x － a（x － １） ．

（１）当 a ＝ ４时 ，求曲线 y ＝ f （x ）在（１ ，f （１））
处的切线方程 ；

（２）略 ．

解析  （１）定义域为（０ ，＋ ∞ ） ．当 a ＝ ４时 ，

f （x ） ＝ （x ＋ １）ln x － ４（x － １） ，f′（x ） ＝ ln x ＋

１

x － ３ ，f′（１） ＝ －２ ，f （１） ＝ ０ ，故曲线 y ＝ f （x ）在

（１ ，f （１））处的切线方程为 y ＝ － ２（x － １） ，即

２ x ＋ y － ２ ＝ ０ ．

评析  切线问题涉及过曲线上某一点的切

线 ，大多与求参数值结合在一起 ，或者求切线方

程 ，这类题的解析过程实际上就是知识的形成过

程 ．其核心步骤为求导数 、写切点（有则写 ，无则

设） 、求斜率 、写切线 ，有字母则需列方程和解

方程 ．

2 ．2  运用导数的函数意义处理单调极值问题
由导数的函数意义可知 ，若函数在某区间的

导数值为正 ，则在该区间上为增函数 ；若函数在某

区间的导数值为负 ，则在该区间上为减函数 ；函数

在某一点的导数值为 ０ ，则在这一点可能取得极

值 ．因而可以利用导数解决函数的单调性与极值

问题 ．

例 6  （２０１２新课标卷文 ２１）设函数 f （x ） ＝
ex － ax － ２ ．

（１）求 f （x ）的单调区间 ；

（２）若 a ＝ １ ，k为整数 ，且当 x ＞ ０时 ，（x －

k） f′（x ） ＋ x ＋ １ ＞ ０ ，求 k的最大值 ．

解析  （１）函数 f （x ）的定义域为 （ － ∞ ，

＋ ∞ ） ，且 f′（x ）＝ ex － a ．当 a ≤ ０时 ，f′（x ） ＞ ０ ，

f （x ）在（－ ∞ ，＋ ∞ ）上是增函数 ．当 a ＞ ０时 ，令

f′（x ） ＝ ex － a ＝ ０ ，得 x ＝ ln a ．令 f′（x ） ＞ ０ ，得

x ＞ ln a ，所以 f （x ）在（ln a ，＋ ∞ ）上是增函数 ；

令 f′（x ） ＜ ０ ，得 x ＜ ln a ，所以 f （x ）在（－ ∞ ，

ln a）上是减函数 ．

（２）若 a ＝ １ ，则 f （x ） ＝ ex － x － １ ，f′（x ） ＝
ex － １ ．所以（x － k） f′（x ） ＋ x ＋ １ ＝ （x － k）（ex －

１） ＋ x ＋ １ ，故当 x ＞ ０时 ，（x － k）（ex － １） ＋ x ＋

１ ＞ ０等价于 k ＜
x ex ＋ １

ex － １
＝ x ＋

x ＋ １

ex － １
，即当 x ＞

０时 ，k ＜
x ＋ １

ex － １
＋ x （x ＞ ０）（ * ） ．令 g（x ） ＝

x ＋ １

ex － １
＋ x ， 则 g′（x ） ＝

－ x ex － １

（ex － １）
２ ＋ １ ＝

ex （ex － x － ２）

（ex － １）
２ ．由（１）知 ，函数 h（x ）＝ ex － x － ２

在（０ ，＋ ∞ ）单调递增 ，而 h（１）＝ e － ３ ＜ ０ ，h（２）＝
e２ － ４ ＞ ０ ，所以 h（x ）在（０ ，＋ ∞ ）上存在唯一的

零点 ．故 g′（x ）在（０ ，＋ ∞ ）上存在唯一的零点 ．

设此零点为 α ，则 α ∈ （１ ，２） ．当 x ∈ （０ ，α）时 ，

g′（x ） ＜ ０ ；当 x ∈ （α ，＋ ∞ ）时 ，g′（x ） ＞ ０ ．所以

g（x ）在 （０ ，＋ ∞ ） 上的最小值为 g（α） ．又由

g′（α） ＝ ０ ，可得 eα ＝ α ＋ ２ ，所以 g（α） ＝ α ＋ １

eα － １
＋

α ＝ α ＋ １ ∈ （２ ，３） ．由于（* ）式等价于 k ＜ g（α）＝
α ＋ １ ∈ （２ ，３） ，故整数 k的最大值为 ２ ．

评析  函数单调性 、极值与最值题型 ，根据

参数所居位置的不同 ，有时求零点时讨论 ；有时比

较零点大小时讨论 ；有时判断导数符号时讨论 ，如

第（２）题在判断符号时讨论参数 ．讨论参数的取

值 ，简单一点的根据参数本身的特征 ，如分式的分

母不为零等 ；复杂一点的要考虑自变量 x 的取值
范围 ，如第（２）题参照 x 范围讨论 ．这类题解答的

基本模式是 ：求定义域 、求导数 、求极值点 、判断符

号 、回答问题 ．

3  提升数学素养
高考函数与导数综合题的第二问都是从求参

数值或范围 、证明或解不等式 、方程的根及函数零

点这三个问题中选一个 ．

3 ．1  求参数
关于参数范围问题 ，从内容上看大多为指数

型函数的混合函数或复合函数 ，从解答方法上看

是导数函数意义的逆向思考法 ．其解答方法主要

有三种 ：第一 ，讨论参数法 ，根据参数本身的特征

或参考 x的取值范围 ，讨论参数的几个取值范围 ，

否定不适合条件的参数范围 ，肯定适合条件的参

数范围 ，如上例（１）解法 ；第二 ，分离函数法 ，将已

知式子转化为指数式（或对数式） ≥ 函数的形式 ；

第三 ，分离参数法 ，从原式中分离参数或参数式 ，

利用“ a ≥ f （x ） ，则 a ≥ max｛ f （x ）｝” ，转化为最

值问题求解 ．

例 7  （２０１０新课标卷文 ２１）设函数 f （x ） ＝
x （ex － １） － ax ２

．

（１）若 a ＝
１

２
，求 f （x ）的单调区间 ；

（２）若当 x ≥ ０ 时 f （x ） ≥ ０ ，求 a的取值
·０５·

 复习之友              中学数学月刊             ２０２３年第 ８期



范围 ．

解析  （１）若 a ＝ １

２
，则 f （x ） ＝ x （ex － １） －

１

２
x ２

，f′（x ） ＝ ex － １ ＋ x ex － x ＝ （ex － １）（x ＋

１） ．当 x ∈ （－ ∞ ，－ １）时 ，f′（x ） ＞ ０ ；当 x ∈

（－ １ ，０）时 ，f′（x ） ＜ ０ ；当 x ∈ （０ ，＋ ∞ ）时 ，

f′（x ） ＞ ０ ．故 f （x ）在（－ ∞ ，－ １） ，（０ ，＋ ∞ ）上

单调递增 ，在（－ １ ，０）上单调递减 ．

（２） f （x ） ＝ x （ex － １ － ax ） ．令 g（x ） ＝ ex －

１ － ax ，则 g′（x ） ＝ ex － a ．若 a ≤ １ ，则当 x ∈ （０ ，

＋ ∞ ）时 ，g′（x ） ＞ ０ ，g（x ）为增函数 ，而 g（０） ＝

０ ，从而当 x ≥ ０时 ，g（x ） ≥ ０ ，即 f （x ） ≥ ０ ．若

a ＞ １ ，则当 x ∈ （０ ，ln a）时 ，g′（x ） ＜ ０ ，g（x ）为
减函数 ，而 g（０） ＝ ０ ，从而当 x ∈ （０ ，ln a）时 ，

g（x ） ＜ ０ ，即 f （x ） ＜ ０ ．综合得 a的取值范围为
（－ ∞ ，１］ ．

评析  对于不等式恒成立求参数范围问题 ，

可以利用分离参数法 ，也可以直接使用讨论参数

法 ，把不适合条件的参数范围排除 ，保留适合条件

的参数范围 ，其难点是分类讨论的时候需要参考

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

3 ．2  证明不等式
例 8  （２０１３ 新课标 Ⅱ 卷理 ２１）已知函数

f （x ） ＝ ex － ln（x ＋ m） ．

（１）设 x ＝ ０是 f （x ）的极值点 ，求 m ，并讨论

f （x ）的单调性 ；

（２）当 m ≤ ２时 ，证明 f （x ） ＞ ０ ．

解析１  （１）因为 f′（x ） ＝ ex －
１

x ＋ m ，x ＝ ０

是 f （x ）的极值点 ，所以 f′（０） ＝ １ －
１

m ＝ ０ ，解得

m ＝ １ ，所以函数 f （x ） ＝ ex － ln（x ＋ １） ，其定义域

为 （ － １ ， ＋ ∞ ） ．因为 f′（x ） ＝ ex －
１

x ＋ １
＝

ex （x ＋ １） － １

x ＋ １
，设 g（x ） ＝ ex （x ＋ １） － １ ，则

g′（x ） ＝ ex （x ＋ １） ＋ ex ＞ ０ ，所以 g（x ）在（－ １ ，

＋ ∞ ）上是增函数 ．又因为 g（０） ＝ ０ ，所以当 x ＞ ０

时 ，g（x ） ＞ ０ ，即 f′（x ） ＞ ０ ，当 － １ ＜ x ＜ ０时 ，

g（x ） ＜ ０ ，f′（x ） ＜ ０ ，所以 f （x ）在（－ １ ，０）上是

减函数 ，在（０ ，＋ ∞ ）上是增函数 ．

（２）当 m ≤ ２时 ，x ∈ （－ m ，＋ ∞ ） ，ln（x ＋

m） ≤ ln（x ＋ ２） ，故只需证明 m ＝ ２时 ，f （x ） ＞ ０ ．

当 m ＝ ２ 时 ，函数 f′（x ） ＝ ex －
１

x ＋ ２
在（ － ２ ，

＋ ∞ ）上单调递增 ．f′（ － １） ＜ ０ ，f′（０） ＞ ０ ，故

f′（x ） ＝ ０在（－ ２ ，＋ ∞ ）有唯一实根 x ０ ，且 x ０ ∈

（ － １ ，０） ．当 x ∈ （－ ２ ，x ０ ）时 ，f′（x ） ＜ ０ ，当 x ∈

（x ０ ，＋ ∞ ）时 ，f′（x ） ＞ ０ ，从而当 x ＝ x ０ 时 ，

f （x ）取得最小值 ．由 f′（x ０ ） ＝ ０得 ex ０ ＝
１

x ０ ＋ ２
，

ln（x ０ ＋ ２） ＝ － x ０ ，故 f （x ） ≥ f （x ０ ） ＝
１

x ０ ＋ ２
＋

x ０ ＝
（x ０ ＋ １）

２

x ０ ＋ ２
＞ ０ ．综上 ，当 m ≤ ２ 时 ，

f （x ） ＞ ０ ．

解析 ２  （１）略 ．

（２）当 m ≤ ２时 ，x ∈ （－ m ，＋ ∞ ） ，ln（x ＋

m） ≤ ln（x ＋ ２） ，只需 ex ≥ ln（x ＋ ２） ，而 ex ≥

x ＋ １ ≥ ln（x ＋ ２） ，即证 ．

评析  本例第（２）问为函数不等式 ，其证明

有两种方法 ：一是利用函数的方法进行证明 ，即要

证明 f （x ） ＞ ０只需要证明 f （x ）的最小值大于
０ ；二是利用不等式放缩的方法进行证明 ，这种证

明方法的关键是利用常用不等式 ex ≥ x ＋ １ ，

ex ≥ ex ，ln x ≤ x ＋ １ ，ln（x ＋ １） ≤ x 等 ．

3 ．3  方程根及函数零点的问题
例 9  （２０１８ 新课标 Ⅱ 卷理 ２１）已知函数

f （x ） ＝ ex － ax ２
．

（１）若 a ＝ １ ，证明 ：当 x ≥ ０时 ，f （x ） ≥ １ ；

（２）若 f （x ） 在 （０ ，＋ ∞ ）只有一个零点 ，

求 a ．

解析  （１）当 a ＝ １ 时 ，f （x ） ≥ １ 等价于

（x ２
＋ １）e－ x

－ １ ≤ ０ ．设函数 g（x ） ＝ （x ２
＋

１）e－ x
－ １ ，则 g′（x ） ＝ － （x ２

－ ２ x ＋ １）e－ x
＝

－ （x － １）
２ e－ x

．当 x ≠ １ 时 ，g′（x ） ＜ ０ ，所以

g（x ）在（０ ，＋ ∞ ）上单调递减 ，而 g（０） ＝ ０ ，故当

x ≥ ０时 ，g（x ） ≤ ０ ，即 f （x ） ≥ １ ．

（２）设函数 h（x ） ＝ １ － ax ２ e－ x
，f （x ）在（０ ，

＋ ∞ ）上只有一个零点 ，当且仅当 h（x ）在（０ ，＋ ∞ ）

上只有一个零点 ．当 a ≤ ０时 ，h（x ） ＞ ０ ，h（x ）没
有零点 ；当 a ＞ ０时 ，h′（x ） ＝ ax （x － ２）e－ x

．当

x ∈ （０ ，２）时 ，h′（x ） ＜ ０ ；当 x ∈ （２ ，＋ ∞ ）时 ，

h′（x ） ＞ ０ ．故 h（x ）在（０ ，２）上单调递减 ，在（２ ，

＋ ∞ ）上单调递增 ．故 h（２） ＝ １ －
４ a
e２ 是 h（x ）在

（下转第 ５９页）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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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 ，体悟到平行四边形定义是问题研究的逻辑

起点 ，即定义是图形的充要条件 ，性质是一类图形

的必要条件（尽可能多） ，而判定是一类图形的充

分条件（尽可能少） ，两者互为逆命题 ．从概念中分

离出图形构成要素和相关要素 ，明确平行四边形

的研究核心是边与边的位置及大小关系 ，而对角

线之间的位置关系是由图形旋转变换的经验而产

生 ，帮助学生抓住知识的本源 ．

3 ．2  注重基本思想 ，体现单元整体教学的深度

数学思想是在知识发生 、发展过程中反映出

来的 ，是引导知识发生发展的脚手架和方向标 ．思

想方法在何处出现 ，有什么用 ？在经历一类图形

的整体研究过程中 ，关注思想方法在知识建构中

的自然渗透 ．从情境创设到图形抽象 ，再到定义提

取 ，关注数学抽象思想呈现的可视化路径 ．在平行

四边形整体建构中 ，基于等腰三角形的学习经验 ，

将原问题转化到三角形问题 ，体现整体转化思想 ．

研究基本要素 ：边（构成要素大小） ，角（构成要素

位置） ，对角线（相关要素位置） ，从实验到猜想 ，再

到演绎证明 ，体现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整体学

习的深度 ．

3 ．3  强调类比学法 ，体现单元整体教学的一

致性

类比学习是沟通新知和旧知的有效途径 ．类

比等腰三角形研究路径 ，整体规划 ，整体建构平行

四边形的逻辑体系 ，在完整经历问题发现 、提出 、

分析和解决的过程中 ，完整地经历一类图形的整

体研究过程 ，形成几何研究的一般路径 ，初步体会

几何研究方式的一致性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 ，使学

生厘清单元整体学习的两条主线 ，即知识线（明

线） ：定义 — 性质 — 判定 — 应用 ；思想线（暗线） ：

抽象思维 — 转化思想 — 类比思想 — 推理思想 ．

整体建构知识体系使学生在数学学习中不断体悟

学法和思维路径的一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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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 ∞ ）上的最小值 ．① 若 h（２） ＞ ０ ，即 a ＜
e２
４

，

h（x ）在（０ ，＋ ∞ ）没有零点 ；② 若 h（２）＝ ０ ，即 a ＝
e２
４

，h（x ）在 （０ ，＋ ∞ ） 上只有一个零点 ；③ 若

h（２） ＜ ０ ，即 a ＞
e２
４

，由于 h（０） ＝ １ ，所以 h（x ）在

（０ ，２）内有一个零点 ．由（１）知 ，当 x ＞ ０时 ，ex ＞

x ２
，所以 h（４a） ＝ １ －

１６ a３

e４ a ＝ １ －
１６a３

（e２ a
）
２ ＞ １ －

１６a３

（２a）４ ＝ １ －
１

a ＞ ０ ．故 h（x ）在（２ ，４a）内有一个

零点 ，因此 h（x ）在（０ ，＋ ∞ ）上有两个零点 ．综

上 ，f （x ）在（０ ，＋ ∞ ）上只有一个零点时 ，a ＝ e
２

４
．

评析  解决第（２）问的关键在于构造新的函

数 ，利用导数确定其单调区间和极值 ，再结合零点

存在性定理即可解决 ．

4  结语
综上所述 ，高考数学函数模块试题可分为两

大类 ：第一类是主干知识的基础全覆盖题型 ，这类

试题以数学知识方法为目标 ，包括函数模块知识

的“来龙” ——— 集合问题 ，函数模块知识的“现

世” ——— 函数概念性质和应用问题 ，函数模块知

识的“去脉” ——— 线性规划问题 ．第二类是主干知

识的提高全覆盖题型 ，这类试题以数学思想 、数学

能力为目标 ，涉及切线问题 、单调性与极值 、求参

数值或范围 、证明或解不等式 、方程的根及函数零

点问题 ．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

是互相依存 、互相渗透的 ，所以学生数学核心素养

的培养必须以系统观为视角 ，利用数学必备知识

发展学生数学关键能力 ，这是提升学生数学学科

素养的不二法门 ．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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