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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广东省的高考数学试卷，遵循了 (2009年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新课程标准数学科考试大纲》和 ((2009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数学考试大纲的说明 (广东 

卷)》 的要求，沿袭了前两年新课程高考成功的题型结构和试卷 

模式，重点考查了高中数学的主干知识和方法，命题做到稳中 

有变，在数学应用及创新上略比前两年有所加强． 

一

、 整体分析 

1．注重基础 

历年高考都十分重视对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查， 

并力求在客观题部分尽可能覆盖大部分知识点．下面对 2009年 

高考数学广东卷文、理科的客观题 (必做题)进行统计，得到 

客观题考查的知识点分布情况，具体见表 1． 

表 1：客观题考查的知识点分布情况 

理科 文科 

题号 分值 题号 分值 

集合与逻辑 l 5 1 5 

函数 3 5 4 5 

数列 4 5 5 5 

三角函数 9 5 

平面向量 6．10 10 3 5 

解三角形 ▲ 7 5 

不等式 

直线和圆 13 5 

圆锥曲线 l1 5 

立体几何 5 5 6 5 

排列组合概率 7．12 10 

统计 ▲ 12 5 

框图 9 5 11 5 

导数与积分 ▲ 8 5 

复数 2 5 2 5 

应用创新 8 5 10 5 

(注：▲部分与其他 内容有交会．) 

从表 1可以看出，客观题覆盖了 80％的章节 ，文科试题以 

单独考查某一知识点为主，理科试题适度地出现了知识点的交 

会考查． 

2．突出主干 

解答题部分是区分选拔优秀人才的主战场 ，侧重于考查高 

中数学的主干知识 ，一般涉及到函数 、三角 、数列、不等式 、 

立体几何 、解析几何 、概率统计等七大部分，2009年高考数学 

广东卷文、理科各 6道解答题，均考查了以上主干知识 ，具体 

见表 2． 

表 2：解答题考查的知识点分布情况 

科别 第 16题 第 17题 第 l8题 第 19题 第 20题 第 2l题 

文 三角函数 立体几何 概率统计 解析几何 数列 函数 

理 三角函数 概率统计 立体几何 解析几何 函数 数列 

(注：理科第21题交会考查了不等式．) 

3．重视 能力 

考试大纲明确指出：“能力是指空间想象能力、抽象概括能 

力、推理论证能力、运算求解能力、数据处理能力以及应用意 

识和创新意识．”能力的考查如何在试卷中全面实现呢?一般来 

说，推理论证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的考查贯穿于全卷 ，空间想 

象能力的考查主要体现在文字语言 、符号语言和图形语言的互 

相转化，运算求解能力的考查主要以代数运算为主，数据处理 

能力的考查主要是运用概率统计的基本方法和思想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以及对图表数据的处理能力．在各项能力的考查中， 

以运算求解、读表识 图、推理论证 、应用创新等能力为主，着 

重考查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2009年高考数学广东卷主要考查 

的各项数学能力见表 3． 

表 3：着重考查的能力与题号对应情况 

文科题号 理科题号 

2，3，5，7，8，9，13，l4， 4，6， 10， 11， 13， 14， 
运算求解能力 

15，16，18，19，20，21 15， 16， 18， 19，20，21 

数据处理能力 10，12，18 l2．17 

空间想象能力 6，17 5． 18 

推理论证能力 6，11，17，19，20，21 5，9，18，19，20，21 

抽象概括能力 1．4 1，2，3 

应用创新能力 lO，l2，17，18 6，7，8，17 

(注：按题目着重考查的能力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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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试卷着重考查的数学能力．一般 

地，考查数学能力均以数学知识为载体 ，从问题人手 ，侧重考 

查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特别是综合和灵活地运用，以此来检 

测考生的迁移能力，检测理性思维的广度和深度，挖掘考生进 

一 步学习的潜能． 

4．强化思想 

中学数学阶段，最为重要的数学思想是数形结合思想、分 

类讨论思想、等价转化思想和函数与方程思想等．2009年高考 

数学广东卷在注重考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 ，也注重对 

各项能力和数学核心思想的考查．最为突出的是对数形结合思想 

的考查，例如文科第 1题、第 11题、第 12题、第 15题、第 17 

题、第 18题 、第 19题和第 20题，理科第 1题、第 6题 、第 8 

题、第 l5题、第 l9题、第20题和第 2l题等都考查了数形结 

合思想．另外分类讨论思想和函数与方程思想也得到了不同程度 

的考查 ，例如文科第 10题和第 2l题，理科第 l7题和第 20题 

等考查了分类讨论思想，文科第4题和第2l题，理科第 3题、 

第 8题、第 12题和第 2O题等考查了函数与方程思想．等价转化 

思想则贯穿于整个试卷的解题过程中． 

5．结构稳定 

从 2007年广东省实施新课程的首届高考以来 ，连续三年高 

考数学广东卷均保持一致的试卷结构，具体见表 4． 

表 4：2007～2009年高考数学广东卷连续三年的试卷结构 

科别 选择题 填空题 解答题 

必做题 3个 ，选做题 2个 ，为二选一 

l0个小题 (共 2O分) 解答题 6个 文 

(共5O分) 选考专题：几何证明选讲、坐标系与参 (共 80分) 

数方程 

必做题 4个 ，选做题 3个 ，为三选二 

8个小题 (共30分) 解答题 6个 理 

(共40分) 选考专题：在文科选考中增加 怀 等式 (共 80分) 

选i井》 

(注：时间 120分钟，满分 150分．) 

选考太多，势必加重教学负担，从而理科三选二 ，文科二 

选一．对选考专题内容的处理 ，在 2009年的 1 1份新课程高考数 

学试卷中，唯独广东卷采用填空题型．选考题采用填空题型，优 

于选择题型 (减少了答题的机遇性)，也优于解答题型 (降低了 

学生答题的难度)，凸显了广东卷处理选考专题的科学合理性． 

二、亮点扫描 

1．三视 图构筑立体 几何 

例 1 (文科第17题)某高速公路收费站人口处的安全标识 

墩如图 1(1)所示 。墩的上半部分是正四棱锥 P-EFCH，下半部 

分是长方体 ABCD—EFGH．图 l(2)、图 1(3)分别是该标识墩的 

正 (主)视图和俯视图． 

(1)请画出该安全标识墩的侧 (左)视图； 

(2)求该安全标识墩的体积； 

(3)证明：直线 BD上平面PEG． 

E 

惯 

A 

G 

C 

(2) (3) 

图 1 

【点评】此题通过对公路收费站安全标识墩这一几何体的三 

视图的研究，引出立体几何中的计算与证明两大问题．这类题 目 

的设计，既联系 了生活实际，又考查了立体几何 中相关的三大 

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运算求解能力和推理论证能力，实属切 

入新课程新增内容的一道典型的立体几何考题． 

2．茎叶图表 “以偏概全” 

例 2 (文科第 18题)随机抽 

取某中学甲、乙两班各 l0名同学， 

测量他们的身高 (单位：cm)，获 

得身高数据的茎叶图如图2． 

(1)根据茎叶图判断哪个班的 

平均身高较高； 

(2)计算甲班的样本方差： 

l8 

l7 

l6 

l5 

图 2 

乙班 

1 

0 3 6 8 9 

2 5 8 

9 

(3)现从乙班这 lO名同学中随机抽取两名身高不低于 173cm 

的同学，求身高为 176cm的同学被抽中的概率． 

【点评】统计图表中，茎叶图的地位比不上频率分布直方 

图，在复习中易被大家忽视．此题通过对茎叶图所表示数据的分 

析与处理，着重考查了数据处理分析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题 目闪亮之处是通过设计第(3)问，交会考查了概率计算， 

将统计与概率融为一体． 

3．识图读表渐显锋芒 

例3 (理科第17题)根据空气质量指数API(为整数)的 

不同，可将空气质量分级如下表 

AP1 0～ 5O 5l～ 10o 101～ 150 l51～2oo 201-250 251～ 3o0 >3oo 

级别 I Ⅱ Ⅲ． Ⅲ2 Ⅳ， Ⅳ2 V 

重度 状况 优 良 轻微污染 轻度污染 中度污染 中度重污染 

污染 

⑨ ⑨ ② ⑧ ⑧ 

对某城市一年 (365天) 频率 

的空气质量进行监测，获得的 

API数据按照区间[0，50]， 素  

(50， 100]，(100， 150]， 

(150， 200]， (200， 250]， 土  
1 Q' 

(250，300]进行分组 ，得到频 

率分布直方图如图3． 9 125 

(1)求直方图中X的值； 图3 

(2)计算一年中空气质量分别为良和轻微污染的天数； 

30 [2009年第10期j中国数学教育 

班 o 3 

9  8  

9  8  



 

产 ≯产 t0 蒜 辍 

耋 塑 竖 望=== 
(3)求该城市某一周至少有 2天的空气质量为良或轻微污染 

的概率． 

(结果用分数表示·已知 5 =78 125，2 =128，T 

+ 7_ + +—8_ =旦
． 365=73×5365 1 825 1 825 9 125 9 125 ．) ， 。， 

【点评】近年高考数学命题中，逐渐重视对图表分析与处理 

能力的考查，一份优秀的考卷离不开对图形的研究和对表格的 

分析．此题将表与图有机结合 ，考查了概率统计知识，不但如 

此，2009年高考数学广东卷中，还有许多题 目涉及到图表的研 

究，例如文科第 1题 、第 10题、第 11题、第 12题、第 15题、 

第 l7题和第 18题，理科第 1题、第6题、第 8题、第9题、第 

12题、第 15题和第 18题等，足可见图表的地位在高考中显得 

越来越重要． 

4．新增内容标新立异 

例 4 (理科第 8题)已知甲、乙两车由同一起点同时出发， 

并沿同一路线 (假定为直线)行驶．甲车、乙车的速度曲线分别 

为 和 ．(如图4所示)．那么对于图 

中给定的 to和 t．，下列判断中一定正确 一 

的是 ( )． 

(A)在 t．时刻，甲车在乙车前面 

(B)t 时刻后，甲车在乙车后面 

(C)在 t。时刻，两车的位置相同 
(D)t 时刻后，乙车在甲车前面 图4 

【点评】对新增内容，如何打破常规命题，体现一种新颖 

呢?此题表面上看是函数 图象的研究，但实质上是考查定积分 

的实际意义和几何意义，通过对速度求积分得到路程，进一步 

将两个路程段的比较转化为曲边梯形面积大小的判断．不仅此题 

新颖，理科第 9题考查新课程新增的框图，交会考查 了统计 中 

的样本数字特征；文科第 17题考查新课程新增的三视图，交会 

考查 了立体几何中的体积计算和线面垂直；文科第 18题考查新 

课程新增茎叶图，交会考查了方差和古典概型．这些题 目的新颖 

形式都体现了高考命题者在处理新课程新增 内容时所追求的一 

种创新． 

5．应用创新美酒飘香 

例 5 (文科第 1O题)广州 2010年 

亚运会火炬传递在 A、B、C、D、E五个 

城市之间进行 ，各城市之间的路线距离 

(单位：百公里)见右表．若以A为起点， 

E为终点 ，每个城市经过且只经过一次， 

那么火炬传递的最短路线距离是 ( )． 

A B C D E 

A O 5 4 5 6 

B 5 O 7 6 2 

C 4 7 O 9 8．6 

D 5 6 9 O 5 

E 6 2 8．6 5 O 

(A)20．6 (B)21 (C)22 (D)23 

【点评】高考命题时，应用问题的背景应当密切联系生活实 

际，大部分切入社会中的热点问题．此题以即将举行的亚运会 中 

的火炬传递为切入点，考查了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解答 

时将 B、c、D三个城市排列中的6种情况分别计算出来即可求 

解，通过分情况讨论及加法计算解决了文科选择题的压轴题． 

6．分层抽样老树开花 

例 6 (文科第 l2题)某单位 200名职工的年龄分布情况如 

图 5，现要从中抽取 40名职工作样本 ，用系统抽样法 ，将全体 

职工随机按 1～200编号，并按编号J顿序平均分为40组 (1～5号， 

6～10号，⋯⋯，196～200号) 

若第5组抽出的号码为 22，则 

第 8组抽出的号码应是
— —

． 

若用分层抽样方法 ，则 4O岁 

以下年龄段应抽取 人． 图5 

【点评】分层抽样的考题在历届高考数学试卷中都十分经 

典，形式上也基本一致，但此题打破之前的惯例，交会考查了 

系统抽样 ，不仅如此，还通过扇形 图的切入，考查 了分层抽样 

的计算思维． 

三、复习策略 

1．研究对象，周密计划 

高三数学复习备考中，既要研透考纲，对教学内容及具体 

要求清清楚楚 ，又要研究学生 ，对学生所掌握的知识水平了如 

指掌，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及考纲要求，制定一份周密的高三 

数学备考计划．复习计划的制订，要汲取上届高三数学备考的成 

功经验 ，且可操作性一定要强，不能仅是停留在纸上． 

2．贴近教材，夯实基础 

新课程实验教学 已有几年 ，目前各类复习资料铺天盖地， 

但大部分资料都比不上教材上的例题和习题的价值，教材上的 

A组 、B组题，许多是选 自历届高考数学试题中的经典考题 ，例 

如人教 A版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4(必修)》 

中 “三角恒等变换”一章复习的A组第 9～l1题，高考考查三 

角也不过如此．复习中要做到紧扣教材，举一反三，认真夯实学 

生的 “双基”．我们必须明确，扎实的数学基础知识，才是学好 

数学的前提条件和关键所在． 

3．突破重点，狠抓落实 

高中数学的主干知识，哪些是我们突破的重点，前面已经 

明确提出．对于这些主干知识，在高三数学的复习中，必须加强 

针对性突破，做到一一落实．同时 ，关于运算求解能力的培养， 

也必须狠抓落实，从教师上课对例题的规范板演开始，从学生 

考试的规范草稿等细节人手，力争计算既快又准 ，尽量减少答 

题时的计算失误． 

4．查漏补缺 ，疏通脉络 

在高考复习中狠抓基础落实和重点突破的同时，也要做到 

尽可能地避免遗忘可能的考点 ，比如茎叶图、统计案例等等 ， 

指导学生用好错题订正本 ，研究清楚历次考试中的错题．在复习 

中，既要把各章节的知识形成网络框架，也要把高中数学的所 

有知识构建成一张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思想方法的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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