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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性是函数的重要性质之一，在函数

中融合对称性进行命题一直深受高考命题专

家的青睐． 笔者以往年高考真题为例，探析对

称性在函数中的命题动向，供读者参考．
一、函数对称性命题动向探析

1． 考查一个函数的对称性

一个函数的对称性，包括函数自身成中

心对称、轴对称与双对称． 这三种对称都是近

年高考的热点问题之一，而且常常结合函数

的其他性质进行考查，考题结构灵活、隐蔽性

强，是考查学生关键能力与核心素养、渗透数

学思想方法的好素材．
( 1) 函数自身成中心对称

例 1 ( 2018 年 全 国 高 考 题) 已 知 函 数

f( x) = ln( 1 + x■
2 － x) + 1，f( a) = 4，则

f( － a) = ．

解 令 g( x) = ln( 1 + x■
2 － x) ，则有

f( x) = g( x) + 1，且易知 g( x) 为奇函数，所以

f( x) 的 图 象 关 于 点 ( 0，1) 对 称，有 f( a) +
f( － a) = 2． 又 f( a) = 4，故 f( － a) = － 2．

评注 一般地，若 f( x) 的图象关于点

( a，b) 对称，则 f( x) + f( 2a － x) = 2b; 反之亦

成立．
( 2) 函数自身成轴对称

例 2 ( 2017 年 全 国 高 考 题) 已 知 函 数

f( x) = x2 － 2x + a( ex－1 + e －x+1 ) 有唯一零点，

则 a = ( )

( A) － 1
2 ( B)

1
3 ( C)

1
2 ( D) 1

解 令 g( x) = x2 － 2x，h( x) = a( ex－1 +
e －x+1 ) ，则 f( x) = g( x) + h( x) ． 由 g( x) 的图

象关于 x = 1 对称，而 h( x + 1) = a( ex + e －x )

为偶函数，知 h( x) 的图象关于x = 1 对称，故

f( x) 的图象关于 x = 1 对称． 又 f( x) 有唯一零

点，故 f( 1) = 0，解得a = 1
2 ． 选 C．

评注 本题是命题专家打破了常规对称

性和零点考查的方式，要求考生先要运用所学

知识将 f( x) 表示成两个函数的和之后再研究

其对称性，并利用对称函数叠加后保持对称性

找到突破口，考查了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这种

命题方式符合新高考的改革方向，能有效防止

“机械刷题，反复刷题”低效的应试手段．
一般地，若函数 h( x) 和 g( x) ( x∈ D) 的

图象皆关于直线 x = a对称，则 f( x) = h( x) +
g( x) 的图象在 D 上也关于直线 x = a 对称; 若

函数 h( x) 与 g( x) 的图象分别关于点( a，b) ，

( a，c) 中心对称，则 f( x) = h( x) + g( x) 的图

象关于点( a，b + c) 中心对称．
( 3) 函数自身成双对称

例 3 ( 2021 年全国高考题) 设 f( x) 是定

义域为 Ｒ 的奇函数，且 f( 1 + x) = f( － x) ． 若

f －( )1
3

= 1
3 ，则 f( )5

3
= ( )

( A) － 5
3 ( B) － 1

3 ( C)
1
3 ( D)

5
3

解 依题意，f( x) 的图象关于原点对称，

且 f( － x) = － f( x) ． 又 f( 1 + x) = f( － x) ，故 f( x
+ 1) = － f( x) ，进而 f( x + 2) = f( x) ，即 f( x) 以

2 为周期． 所以 f( )5
3

= f －( )1
3

= 1
3 ，选 C．

评注 本题以抽象函数为载体考查了函

数的中 心 对 称 与 轴 对 称，通 过 双 对 称 挖 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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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x) 隐含的周期性，使问题能快捷求解．
一般地，若 f( x) 的图象同时关于点 A( a，

c) 和 B( b，c) ( a≠ b) 成中心对称，则 f( x) 以

2 | a － b | 为周期; 若 f( x) 的图象同时关于直

线 x = a和 x = b( a≠ b) 成轴对称，则 f( x) 以

2 | a － b | 为周期; 若 f( x) 的图象既关于点

A( a，c) 成中心对称又关于直线 x = b( a≠ b)

成轴对称，则 f( x) 以 4 | a － b | 为周期．
2． 考查两个函数的对称性

两个函 数 的 对 称 性 主 要 有 三 种 命 题 方

式，包括两个函数具有相同对称性、两个函数

成轴对称与两个函数成中心对称． 不少学生

对两个函数的对称性与一个函数的对称性易

产生混淆，造成思维混乱，从而无法找到正确

解题突破口，高考命题专家往往会抓住学生

的该“痛点”命制试题，达到高考的选拔功能．
( 1) 两个函数具有相同对称性

例 4 ( 2016 年全国高考题) 若函数 f( x) =
( x∈Ｒ) 满足 f( x) = f( 2 － x) ，且函数 y = | x2 －
2x － 3 | 与 y = f( x) 图象的交点为( x1，y1 ) ，( x2，

y2 ) ，…，( xm，ym) ，则∑
m

i =1
xi = ( )

( A) 0 ( B) m ( C) 2m ( D) 4m
解 依题意得 y = f( x) ，y = | x2 － 2x －

3 | 的图象都关于直线 x = 1 对称，故它们图象

的交点也关于直线 x = 1 对称． 当m为偶数时，

其和为 2 × m
2 = m; 当 m 为奇数时，其和为

2 × m － 1
2 + 1 = m． 故选 B．

例 5 ( 2016 年 全 国 高 考 题) 已 知 函 数

f( x) ( x∈Ｒ) 满足 f( － x) = 2 － f( x) ，若函数y =
x + 1
x 与y = f( x) 图象的交点为( x1，y1 ) ，( x2，y2 ) ，

…，( xm，ym) ，则∑
m

i =1
( xi + yi ) = ( )

( A) 0 ( B) m ( C) 2m ( D) 4m

解 由题意可知 f( x) 及 y = x + 1
x 的图

象都关于点( 0，1) 对称，所以它们图象的交点

也关于点( 0，1) 对称． 对于每一组对称点( xi，

yi ) 和( xi '，yi ') ，都有 xi + xi ' = 0，yi + yi ' = 2．

从而∑
m

i = 1
( xi + yi ) = m

2 × 2 = m． 故选 B．

评注 例 5 与例 6 主要考查了利用两个

函数具有相同对称性进行解题，其创新点是

从两个不同函数的对称性作了考查，而不是

直接从奇偶性的角度，从而提高了试题难度．
一般地，两个函数具有同样的对称性，则它们

图象的交点与也具有相同的对称性．
( 2) 两个函数成轴对称

例 6 ( 2015 年全国高考题) 设函数 y =
f( x) 与 y = 2 x+a 的图象关于直线 y = － x对称，

且 f( － 2) + f( － 4) = 1，则 a = ( )

( A) － 1 ( B) 1 ( C) 2 ( D) 4
解 设 P( x，y) 是 y = f( x) 的图象上任

意一点，则它关于 y = － x 的对称点 P'( － y，

－ x) 在 y = 2 x+a 的图象上，即有 － x = 2 －y+a，解

得 y = log2 ( － x) + a，即 f( x) = － log2 ( － x) +
a． 所以 f( － 2) + f( － 4) = － log22 + a － log24
+ a = 1，解得 a = 2． 故选 C．

评注 本解法的关键是由对称性求 f( x)

的表达式，再利用 f( － 2) + f( － 4) = 1 建立关

于 a 的方程，从而求得 a 的值． 一般地，函数

y = f( x) 与 y = f( － x) 的图象关于 y 轴对称;

y = f( x) 与 y = － f( x) 的图象关于 x 轴对称;

y = f( a + x) 与 y = f( b － x) 的图象关于直线

x = b － a
2 对称． 若求函数关于某直线对称的

函数，则可利用求曲线轨迹方程的方法 ———
相关点法求解．

( 3) 两个函数成中心对称

例 7 ( 2012 年湖北高考题) 已知定义在

区间［0，2］上的函数 y = f( x) 的图象如图1 所

示，则 y = － f( 2 － x) 的图象为( )

xO

y

1

21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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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

y

1

21
-1

（A）

xO

y

1

21
-1

（B）

xO

y

1

21
-1

（C）

xO

y

1

21
-1

（D）

 

解 由于 y = f( x) 与 y = － f( － x) 的图

象关于点( 0，0) 对称，而 y = － f( 2 － x) 的图象

可由 y = － f( － x) 的图象向右平移2 个单位得

到，故选 B．
评注 本题关键是利用 y = f( x) 与y =

－ f( － x) 关于原点对称，再结合图象平移知识

快速求解．
二、命题特点分析

纵观近几年以上高考真题动向探析，对

称性在函数 中 的 应 用 的 命 题 特 点 有 如 下 几

点:

1． 从命题题型角度

从历年真题可以看出，它主要出现在选

择题与填空题． 这与它在高考中的地位有着

直接关系，高考命题专家顾及到函数板块中

的导数内容与高等数学关联较大，以导数知

识为载体命制试题能较好地甄别出考生进入

大学深造的潜质，所以几乎每年高考都将导

数作为解答题压轴题． 对称性作为函数一个重

要性质，它在函数中的应用只能放在选择题

或者填空题考查，但考查的角度多样化，上述

的高考动向探析中六个方向在往年高考中都

作了考查． 因此在高考备考中，训练题型应以

填空题、选择题为主，同时熟记与对称性的有

关二级结论，则可以大大提升解题速度与准

确率．
2． 从命题难度角度

从高考真题不难看出，此类问题难度以

中等或中等偏上为主，常常在选择题第 11、12
题以及填空题第 16 题出现，虽然试题难度不

是很大，但创新性强，对很多考生而言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 因此在高考备考中，应加强从数

和形上对函数对称性的理解，善于总结中心

对称以及轴对称函数的相关性质以及了解对

称函数的构造原理，充分领会蕴含在对称性

有关的二级结论中的思想方法，不能只背熟

相关结论而忽略结论的来龙去脉进行过度刷

题，真正的复习效率应落在常规教学课堂的

每一节课中．
3． 从命题核心素养考查角度

纵观以上例题可以发现数学运算素养在

每一道试题里面都得到了很好的渗透考查，

逻辑推理与 直 观 想 象 素 养 考 查 的 力 度 也 很

大． 如 2017 年全国新课标 Ⅲ 卷理第 11 题、
2015 年全国新课标Ⅰ文第12 题． 这与中国高

考评 价 体 系 提 出 高 考 命 题 理 念 从“知 识 立

意”“能力立意”向“价值引领、素养导向、能

力为重、知识为基”转变是相吻合的． 这也说

明高考对数学核心素养的考查从未停止过脚

步． 因此，我们在高三复习备考中务必着眼于

提升核心素养，可以说，高考试题万变不离其

宗，只是题目情境在变更，数学考查的核心问

题从未改变

■■■■■■■■■■■■■■■■■■■■■■■■■■■■■■■■■■■■■■■

．

( 上接第 53 页)

本题中 a = 2，b = 1，点C的横坐标为1 =
1
2 a，θC = 60°，所以

1
2 ( θA + θE ) = θC = 60°，

可得 kAE = － 1
2 cot 12 ( θA + θE ) = － 1

2 × 1

■3
=

－ 1

■2 3
． ( 正好是点 C 处切线的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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