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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市教师发展中心 王晓东



1 加固考向链接，减除盲目发力

3 加码对标应考，减压无序焦虑

2 加强归类感悟，减裁低效刷题



加固考向链接，减除盲目发力



类型 江苏卷 全国新高考Ι卷、适应性演练卷

题型 2类 4类

内容 相对稳定 增加变化

题面 熟悉 新颖、情境化、探究性、结构不良等

考点 ABC级考点清晰 重点突出、冷热兼顾

分布 易、难清晰 没有绝对的难题，也没有十分轻松的题目



教育部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
知

教学〔2021〕1号

深化考试内容改革。2021年高考命题要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对学

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查和引导。要优化情境设计，增强试

题开 放性、灵活性，充分发挥高考命题的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

用，引 导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



新型题型
情境化 

试题

结构不良 

问题

逻辑 

推理题

结论 

开放题

填空 

一题两空

新高考Ⅰ卷

（山东卷）

第3、4、5、6、

12、15、19题
第17题

适应性演练
第2、16、

19、20题
第3题 第15题 第14题



情境化试题：基于情境，由情境提出问
题

1.选取“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情境；

2.选取与其他学科交融共生的情境；

3.选取与生活实践有关的真实情境。



新高考Ⅰ  卷
（山东卷）

第3、4、5、6、
12、15、19题

志愿服务、日晷、体育锻炼、新冠指数
模 型、信息熵、劳动实习、污染治理

新高考Ⅱ卷
（海南卷）

第4、5、6、9、
16、19题

志愿服务、日晷、体育锻炼、复工复产、 
劳动实习、污染治理

全国Ⅰ卷 第3、5、17（文）
、19（理）题

金字塔、种子发芽实验、体育比赛劳动
加 工

适应性演练 第2、16、19、20题 卡片分发、误差测量、设备运转、用曲
率 刻画空间弯曲性



点评：基于中国古代数学文化创设情境，体现中国古代数 

学的成就及先人的聪明智慧，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知识上 

考查球体有关计算，涉及平面平行，线面垂直的性质。





点评：身心健康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设计以体育运动为问题情境试题， 

体现了“五育并举”的积极导向。



例 (2021•适应性考试 16)对一个物理量做 n 次测量，并以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

2
n n

为该物理量的最后结果．已知最后结果的误差   N (0, ) ，为使误差  在
n

( 0.5, 0.5) 的概率不小于 0.954 5 ，至少要测量 次（若 X  N ( , 2 ) ，

则 P( | X   | 2 )  0.954 5 ）.

2 1
解析： 由题意 2· n ≤ 2， 解得 n ≥32，

故至少要测量 32 次 .

点评：跨学科综合的实际情景，考查学生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凸显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地位，体现数学的科学价值、应用价值。



开放型试题:条件开放、结论开放、方法开放。

1.条件开放型：寻找使结论成立的条件。（2006上海卷20）

2.结论开放型

1 结论判断型：先判断，再证明或否定。（2019全国3卷20)

2 结论的可选择性：有不同的切入角度。（2020北京卷14）

3 结论的多样性：答案不唯一。（适应性演练15）

3.条件结论开放型：结构不良试题。（2020山东卷17）

4.方法开放型

1 思维路径不明晰，需要寻找结论。（2005福建卷16）

2 视角多样导致思维方法的多样性。（适应性演练21）



点评：结论开放性试题，答案不唯一，考查学生的数学视野和思维的发散。



理性思维：批判性思维能力，数学阅读理解能力，信息整理能力，数学 

语言表达能力。



结构不良问题：问题的描述不清楚，或缺少解决问题的关键性信息。结构不

良 试题的引入，增强了试题条件的开放性，更加注重思维的灵活性及策略选

择。



例（ 适应性考试第 3 题） 关于 x 的方程 x2  ax  b  0 ，有下列四个命题：

 如果只有一个假命题，则该命题是（ ）

 甲:x＝1 是该方程的根； 乙:x＝3 是该方程的根；

 丙:该方程两根之和为 2； 丁:该方程两根异号．

 如果只有一个假命题，则该命题是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解析】简单的逻辑题，常见的方法是假设法和矛盾法。若甲乙都是真命题，则 

丙丁都是假命题，故甲乙一真一假，丙丁都是真命题。从而方程的正根大于2，进 

而乙是真命题，甲是假命题。高考数学从2014年引入逻辑题，2016、2017、

2019年 全国数学卷都考了逻辑推理题。



新高考虽无考纲，但命题有章法。

1.加强试题的开放性与探究性：设计条件或结论开放，解题方法多样、   

答案不唯一等试题。

2.提供更加丰富新颖的情景，增加具有综合性和形式独特的信息，如文

本、图象、表格、统计数据、实景照片、接近真实的实验场景。

3.面向全体考生，关注最基本的数学思维能力和数学阅读能力的考查。

4.旨在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



加强归类感悟，减裁低效刷题



当训练的题目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决定复习效果的关键性因素就

不再是题目的数量，而在于题目的质量和处理水平，好的训练可 

以举一反三，减轻学业负担，提高复习效能，创新性、应用性、 

灵活性都能得到很好的锻炼。



高考后我整理了一年来用过的各种资料，其中，数学就有65套，

每套题都用红蓝黑三种颜色的笔记录了很多的笔记及注意事项，4本 

数学资料书，我从头到尾看了5遍，每一本都写着日期和我的心情！

----高考状元的内心独白：《我们都不是神的孩子》





例 （ 2020 •全 国 1 卷 ） 若 2 a  log 2   a  4  2 log b ， 则 （b
4 ）

A . B .a  2b a  2b C . D .a  b 2 a  b 2

答案： B

【解析】右边= 4b  2 log 4 b  2 2b  log 2 b  22 b  log 2 2b  1  2 2b  log 2 2b ，

所以 2a  log 2 a  2 2b  log 2 2b ，

因为 f ( x )  2 x log 2 x 在 ( 0,) 上递增，

所以 a  2b ，选 B。 



1．为了实现不等式两边“结构”相同的目的，有时需对指对式进行“改头换面”，常用的方法

e x

x
x
e

有： x  eln x 、xex   eln x x 、x2 ex   e2ln x  x 、  e ln x x 、ln x  ln a  ln ax 、ln x 1  ln ，有

时也需要对两边同时加、乘某式等。

2．x ln x 与 xex 为常见同构式：xln x  ln xeln x ，xex  eln x ex ；x  ln x 与x  ex 为常见同构式：

x  ln x  ln x  eln x ， x  ex  eln x  ex 。



解： f  x  aex1  lnx  lna  elna x1  lnx  lna  1

等价于 elna x1  lna  x  1  lnx  x  elnx  lnx ,

令 g  x  ex x ,上述不等式等价于 g lna  x 1  g lnx  ,

显然 g  x 为单调增函数，∴又等价于 lna  x  1  lnx ，即 lna  lnx  x  1 ，

令 h x   lnx  x  1 ,则 hx   1  1  1  x 
 

x x

在 0,1 上 h’(x)>0,h(x)单调递增；在(1,+∞)上 h’(x)<0,h(x)单调递减， 

∴ h  x max  h 1  0 , lna  0， 即a  1 ，∴a 的取值范围是[1,+∞).

例 （2020 年山东卷 21）已知函数 f (x)  aex 1  ln x  ln a ．（2）若 f (x) 1 ，求 a 的取值范围．



归类感悟争分策略：

1.跟紧老师的节奏，控制低效刷题，不要迷信“熟能生巧”；

2.重视自主归类整理，加强对解题思路、解题技巧的总结和归纳，构建 

起自己的解题模式，形成自己的解题攻略。

3.每天留有自主感悟的时间，不断整理错题感悟本。对错题的整理感悟， 

多一些灵魂追问，确保每天有所获！

4.时间虽短，但仍需计划性，牢记质疑精神是启迪智慧、活跃思维的金 

钥匙。



阅读素养的提升基于审题能力的高低。解题中有80%的失误和审题

不清有关，只有20%的失误和知识技能的掌握有关。在高考阅读量 

剧增的情况下，过好审题关十分重要！提升对“试题情境”、“信息 

结构关联”、“类似问题”等试题表征进行归纳的意识和能力。



例（适应性演练第20题）



1.心有畏惧，素养欠缺。本题300多字，面对文字量如此大的信息题，考生

非常恐惧，有的直接选择放弃；

2.审题不够，思维不力。不少考生审题能力差，无法正确提取试题中的有用 

信息，不会运用先分后合的整体思想，即先分别计算各顶点处的曲率，再把 

零散的角整体的放在几何体的各个面中，计算总曲率。

3.计算粗糙，失分随意。部分考生计算能力或者口算能力太差，粗心大意， 

失分现象严重。



4.逻辑不严，条理不清。考生不会作答说理题，以填空题思维对待

大题，只有简单的结果，没有写出必要的文字说明、证明过程或演 

算步骤。

5.模型模糊，把握不准。考生模型识别出现偏差，想通过建立空间 

直角坐标系进行计算，结果难以为继。



强化审题训练

1.读题

题干分三个层次：一是大兴国际机场真实问题情境，这是背景；二是 

曲率的概念与定义，这是主体；三是特殊多面体示例，这是提示。 

读题的过程，其实就是将有用信息筛选的过程，这也是考查的能力之 

一。



2.梳理

第一：题干中给出的曲率的定义；

第二：提问中给出的关于多面体顶点数、棱数、面数的等量关系（欧拉公式）

第三：多面体的概念。由若干个平面多边形围成的几何体叫做多面体，多面体的每一 

个面都是平面多边形，每条棱被两个平面多边形所“共享”。

3.建构

将信息转化成数学语言，设顶点数为x，面数为y，棱数为z，第二变成：x+y-z=2（1）； 

设边数最多的为t边形，k边形的个数为ak个，所以a3+a4+……+at=y（2），所有边的总 

个数应当为棱的个数的两倍，所以3a3+4a4+……+tat=2z（3），根据曲率的定义，可得 

所有顶点的曲率和应当为：2πx-（πa3+2πa4+3πa5+……+（t-2）πat），结合（1）（2）

（3），得出结果。



1. 弄清问题，分析条件，有什么；

2. 明确任务，制订策略，做什么；

3. 规范表达，实施计划，怎么做；

4. 验算结果，回顾反思，怎么样。

审题要谨慎、推理要严密、表述要清楚、计算要准确！

强化审题阅读争分策略



新高考虽变化多，但争分有机会。

1.强化基础保障。无论试卷怎么新，怎么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基础有多丰实， 

风景有多优美。

2.强化思维训练。适应性考试本质不难，难在新，难在思维能力和阅读转化，难 

在多题把关，关口增多。

3.强化自主感悟。数学学习关键在于悟，刷题再多，也难以应对灵活性更高的题 

目。只有独立自主感悟，举一反三，见多识广，才能提分争分。

4.强化审题阅读。情境化试题往往在解题的起始就构成障碍，训练通过分析、判 

断、简化、抽象，将试题转化为非情境化试题的能力。



加码对标应考，减压无序焦虑



1.心态平和是高考取胜关键；

2.方法科学是高考取胜根本；

3.效能提升是高考取胜方向；

4.固本补弱是高考取胜途径；

5.感悟反思是高考取胜绝招；

6.规范训练是高考取胜保障。



单项选择题的考查落点

题号 新高考1卷（山东卷） 适应性演练

1 集合的基本运算 集合的基本运算

2 复数的基本运算 概率计算（分配问题）

3 概率计算（分配问题） 命题（方程--方程根）

4 立体几何（日晷模型） 椭圆基本计算

5 概率计算（韦恩图） 平面向量

6 指数与对数函数图象（疫情模型） 二项式定理

7 平面向量 抛物线与圆

8 函数与导数 函数与导数（构造函数比较大小）

配比4：3：1；定位在基础知识、数学运算题型。



逆推代入法







单项选择题的应对策略：

1.单项选择题8题共40分，一般分“定量计算型”和“定性论证型”两大类。

2.单项选择题内容比较单一，数量比较多，覆盖面比较广，题型比较活泼。

3.单项选择题在确保正确率的前提下，提升速度。求解策略：一是直接论证； 

二是否定3支；三是逻辑分析，即对选择支之间的逻辑关系做出判断，缩短

解题长度；四是由明显的图形直观，简单的逻辑判断，特殊的数值检验，以 

及特征结构的分析、甚至猜想等迅速作答；五是充分利用选择支所提供的信 

息，对其边推理边否定，或是直接从结论出发逆推验证。



多项选择题的考查落点

题号 新高考全国1卷（山东卷） 适应性演练

9 双曲线的简单性质 应用导数判定函数性质

10 三角函数的图象与性质 复数、复数模的基本运算

11 基本不等式的应用 正方体侧面展开图

12 对数运算及不等式的基本 
性质（信息熵背景）

导数与三角函数性质

配比2：1：1；定位在定性分析，逻辑推理题型。



逻辑分析法：按照“4个选项中至少有2个正确”的命题规则，根据选项之间的逻辑关系，  

“逻辑相对立的选项恰有一个正确”“逻辑互斥的选项不能同时入选”“逻辑相同的选项同 对

或同错”。由诱导公式可知B和C本质相同，而A、D都与其它选项彼此互斥的，且C和D也 是

互斥的，而A显然不对（不满足周期）。所以答案是BC.



多项选择题的应对策略：

1.多项选择题4题共20分，不确定性因素变大，对整卷的作答时间会产生影响。

2.小题不宜大做，要充分利用题设和选项两方面所提供的信息作出判断。能定 

性判定的，不使用复杂的定量计算；能使用特殊值判定的，不采用常规解法；

能使用间接解法的，不采用直接解法；对于明显可以否定的选项，应及早排除， 

以缩小选择的范围；具有多种解题思路的，宜于选择最简解法等等。

3.多项选择如果没有十足把握的选项，有时可采用单选法。



填空题的考查落点

题号 新高考全国1卷（山东卷） 适应性演练

13 抛物线焦点弦问题 圆台体积

14 等差数列求和 依据直线位置关系求斜率

15 三角函数的实际应用 求函数表达式（开放性）

16 立体几何轨迹问题
物理量测试误差的正态分布考 

察

配比2：1：1；定位在平衡内容，突出重点型。



填空题的应对策略：

1.填空题4题共20分。少算多思，充分利用各种数学思想方法是准确 

解答填空题的基本要求。

2.填空题的特点：形态短小精悍，考查目标集中，答案简短、明确、 

具体，不必填写解答过程，评分客观、公正、准确等等。

3.填空题解题的基本原则是“小题不能大做”。基本策略是：巧做。

4.解填空题的基本方法：直接求解法、图像法、特殊化法、构造法。





解答题的考查落点

题号 新高考全国1卷（山东卷） 适应性演练

17 正余弦定理的应用 递推数列与新数列

18 等比数列及其求和 平面几何与解三角形

19 古典概型与独立性检验 相互独立概率与分布期望

20 线面垂直及直线与平面所成角正弦值
的 最大值

立体几何中新定义问题

21 导数的几何意义与参数取值范围问题
求双曲线的离心率、证明

倍 角等式

22 直线与椭圆的综合（定值问题）
三角函数为背景的导数证

明 和求参数问题

数列与推理，三角试题，概率与统计，空间几何，解析几何，导数与函数。







解答题的应对策略：

1.解答题共6题70分。六大模型基本定型。

2.解答题的求解讲究规范。一是思路规范，力求通性通法；二是运 

算规范，准确、简洁、快速，立足一次成功；三是表达规范，步骤 

齐全 、表达准确、推理清楚、卷面整洁。

3.画图能力在新高考中十分重要，利用图形符号表示题意是理解

题 意的关键，分析图形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4.运算多么熟练都不过分，解析几何、立体几何都会有大量运算。

5.学会心理调控。有时似乎显得“怪、难”的题目，其实难度不大。



新高考虽有难度，但提分有策略。

1.数列问题要求提高，并不仅仅局限于利用公式进行运算，需要一定的逻辑推

理 能力。开放性试题让思维考查更见深度。

2.三角问题突出形和变换，强调规范公式的应用表述，有时设置开放性试题。

3.立体几何的分值占比大，知识覆盖面广，思维要求高，利用空间向量解决几

何 问题，旋转体问题，球的切接问题常有出现。

4.解析几何中“数”的味道浓，“形”的味道相对弱，圆、椭圆、抛物线、双曲线

基 本模型覆盖到位，向量融入解几运算成为一种自觉。常规二级结论多记点，

善 用套路模式解。



新高考虽有难度，但提分有策略。

4.统计与概率试题文字多、表格信息量大、图象会隐含信息，参考公式阅读量

大，参考数据多（可能出现干扰数据）。考查重点后移到对数据的分析、理解、 

找规律上来，减少繁杂的运算。

5.函数、不等式在新高考中处于绝对霸主的地位，频频在选择题、填空题、

解 答题的压轴题中呈现；其中，指、对数函数的地位相对比较突出。

6.调适心态，合理目标，不迷恋偏题、难题、怪题，每天从多拿1分做起。

7.寻找增值途径，吃好“正餐”，努力“加餐”，在信息阅读、运算能力上狠下苦功， 

每天有所得，有所获。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