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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九省联考数学试卷再次发生了大量的变化.

在多选题方面，主要有以下两个变化:

（1）题量上，由之前的 4题变为 3题;

（2）给分方式上，由之前的每题满分 5分，部分选对得 2分变为每题满分 6分，部

分选对得部分分.

思考 1、多选题有哪些命题形式？

2、新的赋分规则下答多选题有哪些策略？



论点说明

后续观点来源有：

1、课程标准

2、任子朝、赵轩、罗增儒等专家相关论文

3、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中国高考评价体系说明

4、历年高考试卷

5、高考试题分析（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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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多选题改革发展看命题意图



很多人误以为高考数学多选题是在 2020年全国新高考数学Ⅰ卷和Ⅱ卷中首次引入的.

其实,早在 1997 年起,高考数学就把填空题作为题型改革的试验田,进行了多选题的试验.

当时的多选题给出 4至 5个备选项,但以填空题的形式出现,学生只有全部选对所有正确选

项,而且没有选错的选项才能得分,对学生的能力要求比较高.



（1997 年全国卷 19）已知 m,l 是直线，、是平面，给出下列命题：

①若 l 垂直于内的两条相交直线，则 l；

②若 l 平行于 ,则 l 平行于内的所有直线；

③若m  ,l  ,且l m ,则  ；

④若l  ,且l  ,则  ；

⑤若m  ,l  ,且∥ ,则m∥l ．

其中正确的命题的序号是_______ (注:把你认为正确的命题的序号都．填上)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1998 年全国卷 19）关于函数 f(x)=4sin(2x＋
3


)(x∈R)，有下列命题:

①由 f(x1)= f(x2)=0 可得 x1－x2必是π的整数倍；

②y=f(x)的表达式可改写为 y=4cos(2x－
6


)；

③y=f(x)的图像关于点(－
6


，0)对称；

④y=f(x)的图像关于直线 x=－
6


对称．

其中正确的命题的序号是_______ 奎屯
王新敞
新疆 (注：把你认为正确的命题的序号都．填上．)



（2000 年全国卷 18）如图，E、F 分别为正方体的面
1 1

ADD A 、面
1 1

BCC B 的中心，则四边形
1

BFD E在

该正方体的面上的射影可能是_______．(要求：把可能的图的序号都．填上)

高考中的多选题命题第一阶段：

以填空题呈现，四到五个选项，全选对得满分，少选或者选错得零分，难度较大！



高考中的多选题命题第二阶段：

2020至今，四题，每题 5 分，部分选对 3 分→2 分



高考中的多选题命题第三阶段：

九省联考，3 题，每题 6 分，部分选对得部分分

9. 已知函数

 
3π 3π

sin 2 cos 2
4 4

f x x x
   

      
   

，

则（ ）

A. 函数
π

4
f x
 

 
 

为偶函数

B. 曲线  y f x 的对称轴为
π, Zx k k 

C.  f x 在区间
π π

,
3 2

 
 
 

单调递增

D.  f x 的最小值为 2

10. 已知复数 ,z w均不为 0，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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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多选题改革意图

一、从多选题改革发展看命题意图

1.引入多选题的改革意图：为数学基础和数学能力不同层次的考生提供发挥空间,从而

更好地发挥数学科考试的选拔功能.

2.2021 年部分选对改为 2 分的改革意图：2020 年高考数学多选题将单选题的两档区分,

细化为三档区分,发挥精确甄别考生的功能.但教师和学生有求稳心态,虽然多选题有多个正

确选项,但部分考生只选一个,害怕选了错误选项而得零分.为激励考生选出全部正确选项,

命题人将 2021 年高考数学多选题的部分正确选项得分由过去的 3 分降低到了 2 分.

3.2024 年多选题改革意图

题量减少：让学生有充足答题时间 给分方式改变：鼓励选出全部选项



二、从多选题题型特征看解题策略



二、从多选题题型特征看解题策略

如果说选择题的解法有别于其他题型，首先需要研究

选择题相比其他题型而言，有哪些特殊之处？总的来说，

选择题有三个特征：

选择题是有选项的。

选择题是会让我们看见“正确答案”的。

选择题是不需要解题过程的。

因此：在观察选项、获取信息的基础上，特殊化、排

除法、估值法是解决多选题的重要手段。



（2023 新高考Ⅰ卷 9）已知函数 ( ) sin(2 )(0 π)f x x      的图像关于点
2π

,0
3

 
 
 

中心对称，则

（ ）

A. ( )f x 在区间
5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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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调递减 B. ( )f x 在区间
π 11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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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极值点

C. 直线
7π

6
x  是曲线 ( )y f x 的对称轴 D. 直线

3

2
y x  是曲线 ( )y f x 的切线

2.1充分观察选项（审题）是根本

各选项之间为并列关系，解题时先易后难



（2020 新高考Ⅰ卷 10）下图是函数 y= sin(ωx+φ)的部分图像，则 sin(ωx+φ)= （ ）

A.
π

sin( )
3

x  B.
π

sin( 2 )
3

x C.
π

cos(2 )
6

x  D.
5π

cos( 2 )
6

x

2.1充分观察选项（审题）是根本

选项间存在等价、互斥关系！



2.1充分观察选项（审题）是根本

(2024 九省联考 T11）已知函数  f x 的定义域为R，且
1

0
2

f
 

 
 

，若       4f x y f x f y xy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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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选项对本题解题思路的提醒至关重要！选项与选项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



（2023 新高考Ⅰ卷 12）下列物体中，能够被整体放入棱长为 1（单位：m）的正方体容器（容

器壁厚度忽略不计）内的有（ ）

A. 直径为0.99m的球体

B. 所有棱长均为1.4m的四面体

C. 底面直径为0.01m，高为1.8m的圆柱体

D. 底面直径为1.2m，高为0.01m的圆柱体

2.1充分观察选项（审题）是根本

本题中，确定 AB 的正确性相对简单，CD 较难，考虑 C 中直径相对过小，因此可以视为长度为

1.8m 的线段，超过体对角线，C 排除。D 中高也相对过小，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将其视为直径为 1.2m

的圆面，而正方体内正六边形截面内切圆半径好求，从而确定 D 的正确性.

选项间方法存在逻辑关系。



2.2 特殊化：代值、举例

举出特例 f(x)=0

（2023 新高考Ⅰ卷 11）已知函数  f x 的定义域为R，      2 2f xy y f x x f y  ，则（ ）．

A.  0 0f  B.  1 0f 

C.  f x 是偶函数 D. 0x  为  f x 的极小值点



2.3 排除法：正难则反

易得 A 正确，BC 错误，而对于 D，直接解决难度相对较大.

而对于多选题而言，在排除 BC 的前提下，已经可以锁定正确选项为 AD 了.

（2023 新高考Ⅰ卷 9）已知函数 ( ) sin(2 )(0 π)f x x      的图像关于点
2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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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x  是曲线 ( )y f x 的切线



2.4 估值法：极限思想

在多选题中，有时会遇到难以计算的情况，此时，极限运算、估值运算是我们常用的方法。

（2023 新高考Ⅰ卷 12）下列物体中，能够被整体放入棱长为 1（单位：m）的正方体容器（容

器壁厚度忽略不计）内的有（ ）

A. 直径为0.99m的球体

B. 所有棱长均为1.4m的四面体

C. 底面直径为0.01m，高为1.8m的圆柱体

D. 底面直径为1.2m，高为0.01m的圆柱体



赋值得 A 正确，B 错误，对于 C,D，直接解决难度相对较大，

充分观察选项：考虑到 C,D 的等价性，对于多选题而言，在排除 B 的前提下，就可以确定正确答案

为：ACD.

(2024苏北七市二模 T11）已知函数  f x ，  g x 的定义域均为R，  f x 的图像关于点（2,0）对称，

(0) (2) 1, ( ) ( ) ( ) ( ),g g g x y g x y g x f y      ，则（ ）

A.  f x 为偶函数 B. ( )g x 为偶函数 C. ( 1 ) ( 1 )g x g x      D. (1 ) (1 )g x g x  

特殊化： xxxg
4

cos
4

sin)(






总结：从以上解题分析来看，解多选题，应抓住多选题解题和一般性解题之间的“不

变”与“变”.

二、从多选题题型特征看解题策略

从“不变”的角度，解决任何问题，都应在充分审题的基础上，读懂题意，选择合理

的解题方法，制定合理的解题方案。多选题也不例外。

从“变”的角度，第一，因为多选题是包含“选项”的，所以完整的审题不仅要审题

干，也要审选项，选项中可能包含了一定的信息（并列、等价或互斥、逻辑关系等），可

能指明了解题的方向；第二，因为选项中是包含“答案”的，所以借助于特值（例）验证，

数形结合等方法，来辅助理解题意，也可合理运用“排除法”，正难则反；还可以进行估

值和极限计算。



三、从多选题命题形式看教学导向



试卷 多选第1题 多选第2题 多选第3题 多选第4题

2020新高考1卷 解析几何基本量 三角函数图象 基本不等式 概率分布

2020新高考2卷 统计图 1卷第1题 1卷第2题 1卷第3题

2021八省联考 函数性质 复数性质 立体几何展开图 三角函数性质

2021新高考1卷 统计特征值 三角与向量 直线与圆 立几与向量

2021新高考2卷 统计特征值 立体几何 直线与圆 函数创新

2022新高考1卷 立体几何 函数性质 直线与抛物线 抽象函数

2022新高考2卷 三角函数性质 直线与抛物线 立体几何体积 基本不等式

2023四省联考 函数性质 立体几何推导 三角函数定义 立几与三角

2023新高考1卷 统计特征值 对数运算情境 抽象函数 立体几何创新

2023新高考2卷 立体几何 直线与抛物线 函数极值 概率

2024九省联考 三角函数性质 复数性质 抽象函数

3.1知识覆盖面统计



3.2 多选题命题形式分类

（1）从本原性问题（情境）出发，考查知识的系统性

（2）从开放性问题（情境）出发，考查知识的联系性

（3）从创新性问题（情境）出发，考查知识的应用性

3.1 小结

多选题在知识点覆盖上涵盖高中预备知识、函数、代数与几何、统计概率、数学模型

全部主线知识.

特殊的，立体几何的考查以综合法为主.



(2023 新高考 1 卷 T9）有一组样

本数据
1 2 6, , ,x x x   ，其中

1x 是最

小值， 6x 是最大值，则（ ）

A.
2 3 4 5, , ,x x x x 的平均数等于

1 2 6, , ,x x x   的平均数

B.
2 3 4 5, , ,x x x x 的中位数等于

1 2 6, , ,x x x   的中位数

C.
2 3 4 5, , ,x x x x 的标准差不小于

1 2 6, , ,x x x   的标准差

D. 2 3 4 5, , ,x x x x 的极差不大于

1 2 6, , ,x x x   的极差

(2022 新高考 1 卷 T10）已知函

数 3( ) 1f x x x   ，则（ ）

A. ( )f x 有两个极值点

B. ( )f x 有三个零点

C. 点(0,1)是曲线 ( )y f x 的对

称中心

D. 直线 2y x 是曲线 ( )y f x 的

切线

(2020 新高考 1 卷 T9）已知曲线
2 2: 1C mx n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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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y x

n
  

D. 若 m=0，n>0，则 C 是两条

直线

3.2.1 从本原性问题（情境）出发，考查知识的系统性



3.2.1 从本原性问题（情境）出发，考查知识的系统性

小结：从本原性问题出发命制多选题，可以克服知识碎片化、割裂化的现象，突出数学主

干知识，体现知识的系统性，从而考查学生是否具有良好的认知结构。往往四个选项考查

四个基本概念，对应问题的四个维度，难度较低，题号靠前.

题中的本原性问题：

1、如何研究一组数据？（特征量）

2、如何研究函数？（以性作图、依图识性）

3、如何研究曲线与方程？（数形统一）



(2020新高考1卷T11）已知 a>0，

b>0，且 a+b=1，则（ ）

A.
2 2 1

2
a b 

B.
1

2
2

a b 

C. 2 2log log 2a b  

D. 2a b 

(2021 新高考 1卷 T10）已知O为

坐标原点，点  1 cos ,sinP   ，

 2 cos , sinP   ，

    3 cos ,sinP      ，

 1,0A ，则（ ）

A. 1 2OP OP

B. 1 2AP AP

C. 3 1 2OA OP OP OP  

D. 1 2 3OA OP OP OP  

(2024 九省联考卷 T10）已知复

数 ,z w均不为 0，则（ ）

A.
2 2| |z z

B.

2

2| |

z z

zz


C. z zw w  

D.
zz

w w


3.2.2 从开放性问题（情境）出发，考查知识的联系性



3.2.2 从开放性问题（情境）出发，考查知识的联系性

题中的开放性问题：

1、已知 a>0，b>0，且 a+b=1，你能得到哪些不等关系？

2、已知O为坐标原点，点  1 cos ,sinP   ，  2 cos , sinP   ，     3 cos ,sinP      ，  1,0A ，

你能得到哪些等量关系？

3、复数有哪些运算性质？

小结：从开放性问题出发命制多选题，可以克服思维固化、僵化的现象，体现知识的联系

性，从而考查学生是否具有良好的思维发散能力。往往涉及至少两个章节知识的交融，如

第 1 题涉及单调性、基本不等式、对数运算

第 2 题涉及向量运算、三角运算

第 3 题涉及复数运算与向量运算的辨析、复数的三角形式

一般难度居中，题号居中.



(2023 新高考 1 卷 T12）

下列物体中，能够被整

体放入棱长为 1（单位：

m）的正方体容器（容

器壁厚度忽略不计）内

的有（ ）

A. 直径为0.99m的球

体

B. 所有棱长均为1.4m

的四面体

C. 底面直径为0.01m，

高为1.8m的圆柱体

D. 底面直径为1.2m，

高为0.01m的圆柱体

(2024 九省联考 T11）已知

函数  f x 的定义域为R，且

1
0

2
f
 

 
 

，若

      4f x y f x f y xy   ，

则（ ）

A.
1

0
2

f
 
  
 

B.
1

2
2

f
 

  
 

C. 函数
1

2
f x
 

 
 

是偶函数

D. 函数
1

2
f x
 

 
 

是减函数

(2020 新高考 1 卷 T12）信息熵是信息论中

的
一个

重要概念.设随机变量 X 所有可能的取值为

1,2, ,n，且
1

( ) 0( 1,2, , ), 1
n

i i

i

P X i p i n p


     ，

定义 X 的信息熵 2

1

( ) log
n

i i

i

H X p p


  .（ ）

A. 若 n=1，则 H(X)=0

B. 若 n=2，则 H(X)随着
1p 的增大而增大

C. 若
1

( 1,2, , )ip i n
n

  ，则 H(X)随着 n 的增大

而增大

D. 若 n=2m，随机变量 Y 所有可能的取值为

1,2, ,m，且 2 1( ) ( 1,2, , )j m jP Y j p p j m     ，

则 H(X)≤H(Y)

3.2.3 从创新性问题（情境）出发，考查知识的应用性



3.2.3 从创新性问题（情境）出发，考查知识的应用性

小结：从创新性问题（情境）出发命制多选题，可以克服思维套路化、机械刷题的现象，

体现知识的应用性，从而综合考查学生的数学语言、数学逻辑、数学模型素养。

一般难度较大，题号靠后.

题中的创新性问题：

1、以实际生活情境为创新背景，考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以抽象函数为背景，用数学内部知识的创新和发展考查创新性应用能力；

3、以科学概念为创新背景，考查数学在其他学科中的应用能力.



三、从多选题命题形式看教学导向

总结：好的课堂需要

以高质量的本原性问题、开放性问题、创新性问题为平台；

以深化对问题本质的认识作为课堂教学的目标；

以学生自己努力发现和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构成；

以“师生互动”作为课堂教学的基本方式，

进而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发散的思维模式，

最终在知识的运用中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案例分析：多元变量最值与范围问题



多元变量最值与范围问题

























































案例分析：多元变量最值与范围问题

以问题设计为起点，以问题驱动为导向，实现经验与知识的相互转化；

以自主探索为基础，以合作交流为途径，让学生成为真正的教学主体；

以体验探究为核心，以教师引导为桥梁，帮助学生通过深度加工把握知识本质。



案例分析：多元变量最值与范围问题

2 2 2sin sin sin sin s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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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C ABC

  



引例： 中，

（）求

（ ）若 求 周长的最大值

△

△

本原性问题：如何研究多元变量的最值与范围问题？

探究：周长为什么有最大值？三角形为什么不固定？

开放性问题：除了解三角形视角，你还能从哪些视角认识本题？

数：函数视角、不等式视角、方程视角；形：解析几何视角、平面几何视角

创新性问题：运用本节课的思路，你觉得我们（在生活中、数学上、其他学科领域）还可

以研究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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