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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 2年高考数列专题命题研究

仇善丽(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

摘 要：针对2022年各地高考的数列试题考查内容和命题特点，总结试题分布规律，剖析命题依据，揭示

命题意图，从基础性、综合性、创新性、应用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2023年数列专题的复习备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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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列是刻画离散现象的数学模型，是高中数学的

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其在测试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和理性思维水平，以及考查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在历年高考中占

有重要地位。2022年高考数学试卷中，对数列专题

的考查符合《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课标(2020年修订)》]的要求。

试题坚持素养导向、能力为重的命题原则，重视数学

本质，突出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的科学素

养，体现了对学生关键能力的考查；同时，试题密切联

表l 2022年高考数学部分试卷中数列内容的考查情况

系实际生活，让学生体会生活中数学的存在、作用和

魅力，激发其学习热情和科学精神，对学生的数学基

础、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心理素质都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在引导高中数学教学破除题海战术、题型套路

和机械刷题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1考查内容分析

2022年高考数学全国甲卷、全国乙卷、新高考

卷I、新高考卷Ⅱ、北京卷关于数列内容的考查情况

见表1。

卷别 题号、题型 分值 考查内容

数列前咒项和S。与通项口。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的概念
理 17(解答题) 12

与运算
全国甲卷

数列前孢项和S。与通项口。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的概念
文 18(解答题) 12

与运算

理 4(选择题)、8(选择题) 10 数列创新问题；等比数列的运算
全国乙卷

文 10(选择题)、13(填空题) 10 等比数列；等差数列的运算

新高考卷I 17、22(解答题) 12+ 数列前咒项和&与通项％之间的关系问题，递推数列、数列求和；数列与函数综合

新高考卷Ⅱ 3(选择题)、17(解答题) 17 数列模型的应用；等差、等比数列的运算

6(选择题)、14(填空题)、 等差数列的概念、性质；数列前，z项和S。与通项口。之间的关系问题、递推关
北京卷 22

21(解答题) 系；数列创新问题

从表1不难看出2022年高考数学对数列专题的

考查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上述试卷都将数列作为必考内容，分数在

10一22分之间；北京卷中本专题的比重最大，为22

分，其次是新高考卷Ⅱ，为17分；新高考卷I除了单

独考查数列外，还与函数融合在一起进行综合考查

(新高考卷I第22题)，所以分值为“12+”。

(2)全国甲卷、乙卷中数列试题难度中等或偏易，

新高考卷数列解答题有一定难度，同时新高考卷I中

的压轴题为数列与导数的综合，北京卷中的数列解答

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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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出现在了压轴题的位置。

(3)2022年高考数列专题重点考查函数与方程、

转化与化归、分类讨论等数学思想，数学抽象、逻辑推

理、数学运算等素养及理性思维和探究精神。

2命题思路分析

2022年高考数列试题兼顾试题的基础性、综合

性、应用性和创新性，展现数学的科学价值和人文价

值。坚持多角度、多层次地考查，在全面考查综合数学

素养的基础上区分考生的数学能力的差异Ⅲ，力求达

到知识与能力的完美融合、传统与创新的和谐统一。

2．1题目设计新颖灵活。突出创新性

创新是2022年高考数列命题的一大特色。创新

设计理念，变换题型和设问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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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1 解题方法创新

例l (2022年高考数学新高考卷I第17题)记

s。为数列{口。)的前砣项和，已知口。=1，{生}是公差
lⅡn J

为÷的等差数列。

(I)求{n。)的通项公式；

(Ⅱ)证明：三+三+⋯+三<2。
Ⅱ1 “2 “n

评析：此题考查内容包括等差数列的运算、数列

前挖项和S。与通项口。之间的关系、数列的递推关

系、裂项相消法求数列和等，皆为数列的基本问题和

常规问题。问题是常规的，但解题方法却是新颖的。

不少考生对如何由递推公式兰=竺≥(咒≥2)求出
数列的通项没有头绪。由于不能求出数列的通项公

式，也就不能进行第(Ⅱ)问的求解。

事实上，如果对递推公式求通项中的“累乘法”能

深刻理解并灵活运用，是完全可以顺利求出数列{口。)

的通项公式的。由兰L·丝兰·⋯·塑·丝=型碧·
“”一l Ⅱn一2 “2 “1 丌 上

茅与·⋯·导×旱可求得口。一丛≠(当然还需验
证7z=1时成立)。只要求出数列的通项公式，接下来

证明土+土+⋯+三<2仅仅是一个裂项相消法求

和的问题。当然也可先运用列举法归纳猜想出口。一

丛≮坐，然后用数学归纳法证明。此题是试卷解答

题的第一道题，却出现了解法的创新，部分考生不能

很好地适应，甚至产生了较大的心理波动，从而影响

了整体发挥。

不难看出，数列问题的设问方法已经发生变化，

从传统的“求通项、求和”向逻辑推理素养等方向转

化，融思考、分析、归纳于一体，重点考查考生的逻辑推

理、数学抽象、数学运算等素养，使问题有了新的视角。

2．1．2试题的呈现形式或设问方式创新

例2 (2022年高考数学新高考卷Ⅱ第17题)已

知{口。)为等差数列，{6。)是公比为2的等比数列，且

n2—622n3—632口4—64。

(工)证明：口1—61；

(Ⅱ)求集合{愚}阢一口。+口。，1≤m≤500)中的元

素个数。

评析：第(Ⅱ)问中玩=口。+口。化简后可得仇=

2卜2∈[1，500]，可解得2≤是≤10，从而求出集合{忌l

玩一口。+口。，1≤m≤500)中的元素个数为9。如果说

例1属于解题方法的创新，那么例2应该属于题目呈

现形式的创新。此题将数列求和问题与集合的元素

个数结合在一起，创新了题目的设问方式，考查知识

迁移能力及考生在复杂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2020年高考数学新高考卷I第18题也与之类似，所

以创新试题的呈现形式、设问方式已成为高考试题创

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1．3 数列模型的应用

例3 (2022年高考数学新高考卷Ⅱ第3题)图1

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举架结构，AA7，BB7，CC7，DD7

是桁，相邻桁的水平距离称为步，垂直距离称为举。

图2是某古代建筑屋顶截面的示意图，其中DD。，

CC。，BB。，AA。是举，0D，，DC。，CB。，BA。是相等的

步，相邻桁的举步之比分另IJ为舞-o．5，器咱，
兽一愚。，瓮=忌。。已知忌。，乜，忌。成公差为o．1的
等差数列，且直线OA的斜率为o．725，则岛一( )。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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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5 B．0．8 C．0．85 D．O．9

评析：以司空见惯的人、物、景、事为载体，深入挖

掘其中的数学元素设计试题，越来越受到命题人的青

睐。此题以古代建筑中的举架结构为背景，融数学文

化与数学应用于一体，考查学生数学建模、数据处理、

逻辑推理等素养。2021年高考数学新高考卷I第14

题“折纸中的数学问题”，2020年高考数学新高考卷

I第4题中的“日晷”，以及2019年高考数学全国卷

工第4题“断臂的维纳斯”等经典试题与本题都有异

曲同工之处。数学学科旨在培养学生运用数学的眼

光观察世界、运用数学的思维分析世界、运用数学的

语言表达世界。此题很好地体现了能力立意向素养

导向的转化，俨然是高考试题创新的体现。

2．1．4 新定义型创新问题

例4(2022年高考数学全国乙卷理科第4题)

嫦娥二号卫星在完成探月任务后，继续进行深空探测，

成为我国第一颗环绕太阳飞行的人造行星。为研究嫦

娥二号绕日周期与地球绕日周期的比值，用到数列

{玩)：61=1+二，62=1+—二T，63—1+——』1一，
∞

m+去 m+÷mT— a1T————-_

口2 1_一

⋯，依此类推，其中m∈N’(是=1，2，⋯)，则( )。

A．6，<6。 B．6。<6。C．6。<62 D．6。<6，

评析：此题定义了数列{巩)，属于新定义型创新

问题。题目展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很好地

体现了立德树人，爱国主义教育。题目考查知识迁移

能力及考生在复杂情境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

渗透高等数学中的迭代思想。可根据舭∈N‘(忌=1，

2，⋯)，再利用数列{巩)与口。的关系判断{6。)中各项

的大小，即可求解。

2．2知识与能力相结合

2022年高考的10份数学试卷均在不同程度上

强化了试题的综合性，为选拔优秀人才起到了很好

的甄别作用。一方面，增加了同一模块内知识综合

的数量，有效考查了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的完整度；

另一方面，6份全国卷均加强了不同知识模块间的

综合口]。

2022年高考数学数列试题对基础知识考查的共

同特点是不刻意追求知识覆盖面，基本上只考查了高

中数学数列的主干内容，尤为注重考查学生对数学概

念、原理和思想的理解的深刻性，尤其对学生分析问

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较高。

例5 [2022年高考数学全国甲卷理科第17题

(文科第18题)]记S。为数列{口。)的前咒项和，已知
9q

竺生+咒=2n。+1。
咒

(I)证明：{口。)是等差数列；

(Ⅱ)若n。，口，，口。成等比数列，求S。的最小值。

评析：题目从数列前咒项和S。与通项口。之间的

关系切入，考查递推关系及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的概

念与运算，属于数列常规问题与基本问题融合在一起

考查的类型。

3复习备考建议

3．1夯基固本。构建知识网络

新课标、新高考背景下，高三数学复习应避免一

味地刷题，盲目追求题目的灵活性、综合性和创新性，

结果会适得其反，因为没有根基的创新必定会是空中

楼阁。高三复习应紧紧围绕数列的基本问题(概念、

性质和运算)、数列的常规问题(三类求通项)、数列的

求和、数列模型的应用构建知识网络，达到基本知识

体系化、基本方法类型化、解题步骤规范化。梳理各

类易错点，力求在如错位相减求和、递推公式求通项

等关键地方练就一身“功夫”。夯基固本，追求对知识

的深度理解和解题方法的灵活运用。

3．2突出灵活性与创新性

在夯基固本的基础上，拓展深化，突出灵活性与

创新性。例如，数列不等关系的放缩法，数列与其他

知识的联系等。同时要侧重数列的创新问题，包括题

目情境和呈现方式创新，设问方式和解题方法创新，

等等。有了对问题、知识、方法的深度理解，创新就变

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正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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