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 篇 科学备考新指 向

高 考数 学２ ０ ２ ０ 年 １ ０ 月 十摩生表理化

＾２〇 ２〇

■ 广 东 省 中 山 市桂 山 中 学余铁青

向量是历年高考的必考知识模块 。 从题

型上看 ，今年的髙考题主要 以 选择题 、 填空题

为主 ， 考查 同学们 的数学运算素养 、 逻辑推理

素养 、直观想象素养等 。 对知识迁移运用能

力有一定要求 ， 是典型 的运用代数方法解决

几何问题 。 从考查知识点来看 ， 主要考查 向

量的坐标运算 、 向 量 的几何意义 、 向 量 的模 、

向量的数量积 、平行与垂直的几何关系 、 向量

与三角 形 的关系 等 。 本文结合 ２ ０ ２ ０ 年各地

高考题 ， 对此进行实例分类赏析 。

一

、 实 例 赏析

１ ． 考 查 向 量 的坐标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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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
该题不 仅考 查 了 同 学 们 的 坐 标 线

性运算 能 力 ， 也对基底 的 概念进行 了 侧 面 考

查 ， 运算 时只 要细 心 即 可解 决 问 题 。

２ ． 考查 向 量模的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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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考查 向 量 的 数量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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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 该题对 同 学 们 运 用 数量 积公式 的

要求相对 高 一 些 ， 因 为 涉及 常说 的
“

平 方 法
”

求 第 一 次模 ， 数量积 求 第 二 个模 。 考 试 中 有

部 分 同 学对 ｃｏ ｓ ＜ ａ ，
ａ＋ ６ ＞ 理 解 不 清 楚 ，

也会

直接导致错误 。

４ ． 考查 以 向 量 为 背景 的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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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 利 用 向 量 的 平 方 等 于模 的 平 方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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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
该题 由 垂 直 关 系 再 结合数量积 即

求 ｃｏ ｓ

２

０ 的 函数关 系 式 ， 根据 函数的 单调性求

最值 ， 难度 中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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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 ｊＺ ｉｌ知识篇 科 学备考新指 向

Ｔ今 玉 高 考数学 ２ ０ ２ ０ 年 １ ０ 月

Ｓ ． 向 量迁移到 几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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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 向 量与轨迹结合也算较为 常规 ， 关键

点在于如何准确 建 系 给定 坐标 ， 再结合坐标运

算求 出动 点 的 几何关 系 ， 对 同 学们 的 理解迁移

能力有一定要求 ，要能够 准确建立数量关 系 。

二
、

２ ０ ２ １ 届 向 量 一轮复 习思考

１ ． 紧跟老师步伐 ， 与 同 学 多 交流 ， 做 到 准

确 把握 向 量复 习 方 向

俗话说 ：

“

选择 比努力更重要
”

， 笔者想说

的是
“

紧跟老师复习节奏 比 自 己盲 目 刷题更重

要
”

。

一轮复习可以说是一次彻底 的大规模基

础知识的 回顾 ，该准确把握哪些重点 ， 哪些难

点 ， 哪些要求掌握 ， 哪里只要理解 ， 同学们都需

要明确 。 因 为老师能够根据高考数学考纲等

指导性文件 ， 结合教学经验准确判断 ２０ ２ １ 年

髙考 向量板块的考查风 向标 ， 能够做到对授课

例题进行有效甄选 ， 确定 出 重点复习 方 向 ， 精

讲精练 ，做到有 的放矢 。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

多与 同学交流有助于横 向对 比 自 己 所掌握 的

情况 ，能够较为直接反馈实际学习水平 。

２ ． 复 习 过程 中 切 实做 到 回 顾教材

研究证明 ， 高考越来越重视教材的地位和

作用 ，髙考题来源于哪里 ？
一部分是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演变更新产生一些创新性试题 ， 而这

些试题很多都是来源于教材例题的改编 。 今

年高考对 向量的考查基本都是基础概念 的略

微延伸 ，抓住此部分基础题型 ， 运用数学基本

概念 、运算 、性质就能轻松应对 。 那 ２ ０ ２ １ 年的

髙考 向量 问题会不会出 现类似 的情况呢 ？ 所

以在 日 常 的学 习 中 ， 与 同学结成小组钻研教

材 ，争取吃透教材里面 的每一道题 ， 摸清这些

题的考查意图 ，考查的是什么 知识点 ， 自 我反

思总结 ，查漏补缺 ，方可 自 由应对 向量试题 。

３ ． 根据题 型 、 分 值 和 自 身 实 际 情 况 控 制

练 习 难度

２ ０ ２ ０ 年高考 向量试题全部 以 选择题 、 填

空题的形式 出 现 ， 主要考查 同学们对平面 向

量的加减运算 、 坐 标表示 、 数量积等知识 的

掌握情况 ， 还有就是与轨迹问题结合在一起 ，

相对于前面 的来说难度略升 ， 但整体上这类

试题应该属 于简 单题 。 从题型 和分值角 度

看 ， 后面的考试应该是会延续这种题型 和分

值 ， 这是髙考平面 向量命题的一种基本趋 向 ，

毕竟髙 中 的主干思维还是在函数 。 近年来的

向量试题难度整体不大 ， 那 么 一轮复 习 在着

重夯实基础之上 ， 练 习 题难度控制应该不宜

太大 ， 结合 自 身理解水平 ，适当练习 巩固 。

４
． 夯 实 解 题 基 本 套 路 ， 掌 握 常 规 解 题

技能

２０ ２ ０ 年的 向 量试题 ， 虽说没有很多偏题

怪题了 ，但是现在的高考题型多变 ， 同学们要

注意到多模块知识的融合与 串联 ，很多试题并

不都是孤立的存在 ，要注意 向量试题与其他相

关知识的 内在联系 。 通过解题 ， 必须掌握基本

解题套路 。 要知道每年的髙考是有相 当部分

的基础题 ，通常来说这些题只要掌握套路 ， 有

一定知识储备都能够游刃 有余地应对 。 很多

可以说在平时训练 中都见过甚至做过十分类

似的题型 ，那么基础知识的积累就是十分有必

要了 。

一方面 ，不需要过于追求所谓的高难度

题型 ； 另一方面 ， 常规题型 的解答套路有必要

系统性地掌握 ，形成通性通法 。 因 为任何难题

本质上都是若干问题的组合 ，所以对基础知识

和常见套路的掌握是有必要的 。

５ ． 复 习 中注重分析揣摩命题意 图

笔者认为 同学们在复习 向量这块 内容时

应注重 区分代数法与几何法 ， 以及分类讨论 、

数形结合 、 函 数等思想 的灵活运用 。 但如何

巧妙使用这些思 维方法来有效解决 向 量 问

题 ？
一定要去尝试分析命题人究竟考查我们

的什么素养 ， 考查相关的什么 能力 。 透过试

题看本质 ， 透过现象看本质 的 良好思维分析

习惯会帮助我们一生 。

（责任编辑 王福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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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题突破方法

２６—题可破万重 山 谈向彙问题处理之
“

道
”

马 志伟

２９多视角突破Ｓ蠢涵数的領像和性质任海涛

３ １２０２０ 年高考解竺角形经典问题聚焦邵 丽 霞

３ ２２０２０ 年高考平面 向鼙经典问题聚焦朱 萍

３ ３２０２０ 年高考 角 函数及３角变换
Ｍ

经典问题聚焦

陈 明 朋

３ ４２０２０ 年高考数列经典 问题聚焦袁 山人

纖，歷
核心考点 ＡＢ 卷

３ ７ 兰角 函数
、
平面 向量 、数列测试题 Ａ陶 兴红

３ ９函数 、平面向＿ 、数列测试题 Ｂ湛永斌

核心考点 ＡＢ 卷参考答案

４２ 三角 函数 平面向惫、数列测试题 Ａ 参考答案

４５ 三角 函数 、平面ｆｔ ：量 、数列测试题 Ｂ 参考答案

Ｉ

封面 刊名 题字 ： 华罗庚

顾 问 单位 ： 中 国数学会 中 国物理学会 中 国化学会

学术顾 问 ： 任子朝 韩家勋 李 勇

委员
： （按拼音排序 ）

陈进前 戴儒京 狄振山 髙慧 明 郭统福 何万龄 黄干生 蒋天林

李 伟 李胜荣 李树祥 刘大鸣 孟卫东 施建 昌 隋俊礼 王 国平

王后雄 王星元 徐汉屏 余永安 袁竞成 张 向东 张 援 张北春

封面人物

余铁 青
，
《

，
江西蘩德繼人

，
硕

士研究■学历 ， 高 中歡学 教师 ，

猶职斧广＃ 省 中 山車辑山 中＿ ，
在

《 中賃数＃教曹 中孝数學疵究 Ｉ：

Ｃ中 ＃数攀》 《＿＃＿数荸Ｍ中

数理化 Ｉ？翻 刊曹 ：文 录Ｍ发衰及

莸檠
ｑ＿获 ：中 山市 中＿考 ：评价体

系覉中数零藝
一．奖第一每 ， 中 山

ＴＴ中小学微课一等 中 山帘鑤會

实践 ：
辖动择食２＿桨 ， 活动方寒设

计三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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