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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介绍了平面向量与复数两个专题内容在 2010年 

新课程高考中的考查情况，从考情分析、考点精析、亮点扫描 

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并针对2011届 高三数学总复习提 

出了相应的复习策略．进入新一轮高三备考的师生，抓住历届高 

考题这一宝贵的资源，梳理清楚考题的类型和知识点的考查特 

点，对如何考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我们的复习一定会事半功倍． 

关键词：平面向量；复数；新课程高考；分类解析 

平面向量是高中数学阶段引入的一种新的数学工具，由于 

向量具有数与形的双重意义，从而不但在平面向量 自身体系有 

较强的运算工具性，也让平面向量在解决函数、三角、解析几 

何等数学问题中有了用武之地． 复数由于解方程的需要引入后 ， 

将实数体系进行了扩充，也具有自身的运算工具性，同样可以 

交会解决函数、三角、几何等数学问题．平面向量与复数，都有 

相同的运算工具性 ，也有相同的交会特性 ，两者在新课程高考 

中，虽然以解答题呈现的考查概率小，但以客观题呈现考查的 

概率是非常大的，从而同样应当引起重视． 

高中新课程改革实验始于 2004年 ，海南 、广东、山东、宁 

夏为首批实验区，这四个省份 2007年进入了新课程高考． 到 

2010年参加新课程高考的省份有广东、山东、海南、宁夏、江 

苏、辽宁、天津 、安徽、福建、浙江、上海 、北京、黑龙江、 

吉林 、陕西 、湖南共 16个，其中宁夏 、吉林、黑龙江、海南四 

地共用一套全国新课程试卷，江苏文理同卷，从而在 2010年的 

新课程高考中，文理试卷共有 25份．新课程的高考首先是由全 

国制定统一 《考试大纲》，分省命题制定本地的 “高考方案”， 

并根据统一的 《考试大纲》编制 《考试说明》，未列入分省命题 

的则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编制 《考试说明》与试题．虽然命题各自 

独立，但命题的依据都是同一本 《考试大纲》，因而总结与分析全 

国各地的高考试卷，有助于我们在复习中找到良方妙药．下面针 

对平面向量与复数在2010年新课程高考中的考查情况进行剖析． 
一

、 考情分析 

1．考纲要求 

(1)平面向量． 

① 平面向量的实际背景及基本概念：了解向量的实际背景， 

理解平面向量的概念及向量相等的含义，理解向量的几何表示． 

② 向量的线性运算：掌握向量加法、减法的运算，并理解 

其几何意义 ；掌握向量数乘的运算及其意义，理解两个 向量共 

线的含义；了解向量线性运算的性质及其几何意义． 

③ 平面向量的基本定理及坐标表示 ：了解平面向量的基本 

定理及其意义，掌握平面向量的正交分解及其坐标表示，会用 

坐标表示平面向量的加法、减法与数乘运算，理解用坐标表示 

的平面向量共线的条件． 

④平面向量的数量积：理解平面向量数量积的含义及其物理 

意义，了解平面向量的数量积与向量投影的关系，掌握数量积的 

坐标表达式，会进行平面向量数量积的运算 ，能运用数量积表示 

两个向量的夹角，会用数量积判断两个平面向量的垂直关系． 

⑤ 向量的应用：会用向量方法解决某些简单的平面几何问 

题，会用向量方法解决简单的力学问题与其他一些实际问题． 

(2)复数． 

①复数的概念：理解复数的基本概念，理解复数相等的充 

要条件 ，了解复数的代数表示法及其几何意义． 

② 复数的四则运算：会进行复数代数形式的四则运算，了 

解复数代数形式的加、减运算的几何意义． 

2．考题分布 

复数与平面向量考题分布情况，见表 1和表 2，平面向量与 

解答题交会情况见表 3． 

表 1：2010年高考数学试卷各省份复数考查情况分布表 

卷别 题号 题型 考查知识 

安徽卷·理 1 选择 复数除法 

安徽卷·文 2 选择 复数乘法 

北京卷·理 9 填空 复数除法、几何表示 

北京卷·文 2 选择 复数几何表示 

福建卷·文 4 选择 复数除法与乘方 

广东卷·理 2 选择 复数乘法 

湖南卷·文 1 选择 复数除法 

江苏卷 2 选择 复数运算、模的性质 

江西卷·理 1 选择 复数乘法运算、相等 

辽宁卷·理／文 2 选择 复数运算、相等 

新课程全国卷·理 2 选择 复数运算、共轭复数 

新课程全国卷·文 3 选择 复数运算、模 

山东卷·理 ，文 2 选择 复数运算 、相等 

陕西卷·理 ／文 2 选择 复数除法 、几何表示 

上海卷·理 ／文 2／4 填空 复数运算、共轭复数 

天津卷·理 ／文 1 选择 复数除法 

浙江卷·理 5 选择 复数运算、模、共轭复数 

浙江卷·文 3 选择 复数除法 

说明：未考查复数的试卷有福建理、广东文、湖南理、江 

西文．仅北京文交会考查了中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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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0年高考数学试卷各省份选择、填空题平面向量考查情况分布表 

卷别 题号 题型 交会内容 考查知识 

安徽卷·理／文 3 选择 向量坐标运算、模、平行与垂直 

北京卷·理 6 选择 充分条件、一次函数式 向量数量积、垂直 

北京卷·文 4 选择 一次、二次函数与奇偶性 向量数量积、垂直 

福建卷·理 7 选择 双曲线方程及几何性质、二次函数值域 向量数量积 

福建卷·文 8 选择 充要条件 向量坐标表示、模 

福建卷·文 l1 选择 椭圆方程及几何性质、二次函数最大值 向量数量积 

广东卷·文 5 选择 向量坐标运算 (数乘，减法，数量积) 

湖南卷·理 4 选择 解直角三角形 向量数量积 

江西卷·理 13 填空 余弦定理 向量模的运算 、夹角与数量积 

江西卷-文 l3 填空 向量的投影 

辽宁卷·理／文 8 选择 三角形面积 向量运算与表示 

新课程全国卷·文 2 选择 向量坐标运算、夹角 

山东卷·理／文 12 选择 新定义 向量坐标表示 

陕西卷·理 ，文 11，l2 填空 向量坐标运算、共线向量 

上海卷·理 ／文 l3 填空 双曲线方程及几何性质 向量运算 

天津卷·理 ，文 15／9 填空／选择 解三角形 向量运算 

浙江卷 ·文 13 填空 向量运算、垂直、模 

说明：未考查平面向量的试卷有湖南文、浙江理、广东理，但广东理考查了空间向量坐标运算 

表3：2010年高考数学试卷各省份解答题中平面向量考查情况分布表 

卷别 题号 交会分支 考查知识 

安徽卷·理 ／文 15／l6 三角 (三角变换与解三角形) 向量数量积 

福建卷·文 18 古典概型及概率计算 向量坐标表示 、垂直 

江苏卷 15 向量坐标运算、几何表示 

陕西卷·理 ／文 20 椭圆方程及几何性质 向量数量积 

上海卷·理 ／文 23 椭圆方程及几何性质 向量运算 

天津卷·理 ／文 23，21 椭圆方程及几何性质 向量数量积 

从以上统计表可以看出，25份新课程高考试卷中，有 23份 

试卷以客观题的形式独立考查了复数 ，可见复数在高考中出现 

的概率之大．分析高考中复数所涉及到的考查内容，以复数的四 

则运算为主，还有共轭复数、复数模、复数相等、复数分类等 

考点也同样重要，但2010年的高考试题没有一个是关于复数分 

类的考查．25份新课程高考试卷中，有 22份试卷以客观题的形 

式考查了平面向量，其中半数以上是与其他数学知识进行交会 

考查 ，也有 10份试卷在解答题中涉及到平面向量的考查 ，特别 

是平面向量的数量积运算． 

二、考点精析 

分析上述考题分布对比表 ，以下主要考查知识点在复习迎 

考中应当特别重视． 结合 2010年的新课程高考题将考查知识点 

精析如下． 

32 

1．复数运算 

要求了解复数代数形式的加法、减法运算的几何意义 ，特 

别是平行四边形法则和三角形法则 ，会进行复数代数形式的四 

则运算，以复数乘法、除法运算为重点． 

例 1 (安徽卷·理 1)i是虚数单位，—： 一 ：( )． 
x／3 +3i 

(A)}一-％1／23 i (B) 1+--~23 i 

(c) 1+ i (D)}一孚 i 
立意：考查复数的除法运算．由于除法运算的法则是分子与 

分母同时乘以分母的共轭复数，从而在考查复数四则运算时， 

以除法运算为首选，能同时考查到共轭复数、乘法运算等． 



解：—= = 
、／3 +3i 

二 一 ± 
3+9 — 12 =}+ i， ·=I 『． =多=争， 

故答案选 B． 

例 2 (辽宁卷．理 2／文2)设 。，b为实数，若复数 ： 

1+i，则 ( )． 

(A)口=__3
，
b=1 (B)Ⅱ=3

， b=1 

(c)口=下1，b=} (D)0=1，b=3 

立意：本题考查复数四则运算的同时，考查了复数相等的 

概念，进一步突出了对计算能力的考查． 以下两种解法，注意 

第2种方法代数变形的精巧之处． 

解：由 ：1+i。可得 1+2i：(n—b)+(0+b)i， 

所以{：：： ：解得a-- 3，6： 1，故答案选A． 
另解：。+hi={ 手+ i，因此n=手， =争． 
故答案选 A． 

2．模与共轭复数 

要求掌握复数z=a+bi(a，b R)模的计算公式，即I I= 

、／ ，以及其共轭复数的形式j=a—bi．两者的考查，往往 

与复数运算进行交会． 

例 3 (江苏卷2)设复数 满足。(2—3i)=6+4i(其中i 

为虚数单位)，则 z的模为 ． 

立意：考查复数运算以及模的性质．直接的方法是先求出复 

数z，再按公式求模，简捷的方法是运用模的一些运算性质。例 

如l l= I l ：l，I I=fj l，Z-·j=I I 等． 

解： = = =2i， 

所以fz I=2． 

另解：z(2—3i)=2(3+2i)，2—3i与 3+2i的模相等， 

所以 的模为 2． 

例4 (新课程全国卷．理2)已知复数 ：_ ，j 
(1一x／3 i) 

是 的共轭复数，则z·j=( )． 

(A)} (B)21 (c)1 (D)2 
立意：本题主要考查复数的运算，交会考查了共轭复数的 

知识，可以直接计算，但利用复数的一些运算性质可以简化运 

算． 

解： ：— ： ：一一1 ． N／-3 +i
：  

(1一、／3 i) 一2—2x／3 i 2 1+、／3 i 

( +i)(1一 i)=}( 一i)， 

z。j=}(、／丁一i)‘}(、／丁+i)=_41． 
故答案选 A． 

可得 ·j=I I = 1．故答案选A． 

3．向量坐标运算 

要求在理解平面向量基本定理的基础上 ，掌握平面向量的 

正交分解及其坐标表示 ，会用坐标计算平面向量的加法、减法、 

数乘与数量积等． 

例 5 (广东卷·文 5)若向量 口=(1，1)， =(2，5)，c= 

(3， )满足条件( 一b)·c=30，则 =( )． 

(A)6 (B)5 (C)4 (D)3 

立意：考查向量的坐标运算．由简单的一个试题 ，覆盖了与 

向量的减法、数乘、数量积等相关的坐标运算，也有方程思想 

蕴含其中，体现了高考试题在考查设计上的独到之处． 

解 ：8a一西=(8，8)一(2，5)=(6，3)， 

( 一 )·c=6×3+3x=30，解得 =4．故答案选 c． 

4．向量模与夹角 

要求掌握向量模的计算和向量夹角的计算 ，特别是公式要 

运用熟练，如向量口=( Y )，西=( ，口与6的夹角为 0， 

则c0s 赢 ‘ 
例6 (江西卷·理l3)已知向量口，西满足I口I=1，I I= 

2，口与 的夹角为60。，则I4一西l=— — ． 

立意：考查向量的夹角和向量的模长公式In I= ，可 

以由公式I口一b I =(n—b) ：口 一2a·6+6 进行计算，也可以 

通过向量减法运算的三角形法则，结合余弦定理进行解决． 

解：I口一西l =(口一6) ：口 一2a·b+ 
= 1 一2×1×2×COS60。+2 =3． 

所以I口一西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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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由题意可知 上( 一 )=0，结合I l =1，I I ：4， 

解得 ·卢= 1． 

所以I2a+ l =4a +4a·芦+ =8+2=10， 

从而I +卢I=、／T ． 

6．向量与其他分支的交会 

向量作为一种工具，可以与众多数学分支交会考查，一般 

是与函数、三角、解析几何等交会 ，在处理这些交会问题时 ， 

我们要正确运用向量工具的计算特性，解决好相关的交会考题． 

例9(福建卷·文11)若点0和点F分别为椭圆 手 1 
的中心和左焦点，点P为椭圆上的任意～点，则 芦 · 的最 

大值为( )． 

(A)2 (B)3 (C)6 (D)8 

立意：主要考查椭 圆的方程、几何性质，交会考查 了平面 

向量的数量积的坐标运算、二次函数的单调性与最大值等，考 

查对基础知识的熟练程度和数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运算能 

力等． 

解：由题意， 一1，O)．设点 尸( ， 

则有孚+孚=l，解得 =3(1一芋)． 4 ’ 斗， 
因为 =(‰+l， ， =( ， 

所~o--f · ：‰( 0+1)+y3=O-g · = o(粕+1)+ 

3(1一等)=手 +3， 
此二次函数对应的抛物线的对称轴为 。=一2， 

又因为一2≤ 。≤2， 

所以当X0 2时， ． 取得最大值为—2 2+2+3：6
， 故 

答案选 C． 

例 10 (安徽卷·文 16)&ABC的面积是 30，内角 A， ， 

c所对边长分别为。，6，c，c。sA=罟． 
(1)求 · ； 

(2)若c—b=1，求0的值． 

立意：本题在考查同角三角函数的基本关系、三角形面积 

公式、利用余弦定理解三角形的同时，借助向量的数量积达到 

了向量与三角交会的考查 目的．作为高考试卷解答题的第一个， 

着眼于考查三角函数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运算求解能力． 

解：由c。sA=告，得s删=、／ 一(告) =音． 
又 1 nA=30

， 

所以bc=156． 

(1) · =6ccosA=156 百12 =144
． 

(2) =b +c 一2bccosA： (c—b) +2bc(1一eosA)=1+2· 

156·(1’罟)：25，所以。=5． 

三、亮点扫描 

1．复数大杂烩 

例 11 (浙江卷·理 5)对任意复数 = + ，，，∈R)，i 

为虚数单位，则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A)I。一jl=2y (B)= = +y2 

(C)f。一jf≥2 (D)lz f≤f f+fy l 

解：可对各选项逐个检查． 

A选项中，1 一引≥2y，故选项A错误； 

B选项中， = 一 + yi，故选项 B错误； 

C选项中，J —jI≥2y，故选项C错误； 

D选项中，l 『_、／ ，结合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 

边，易得I。l≤I I+Iy I，所以D选项正确． 

故答案选 D． 

【点评】通过对复数代数形式的相关结论的研究，考查了共 

轭复数、复数的模、复数的乘法以及相关的不等式性质．题目有 

别于具体复数的研究，借助四个代数关系的选项判断，由字母 

运算的抽象性，进一步提升了对运算能力的考查要求． 

2．向量大杂烩 

例12 (安澈卷·理3，文3)设向量口=(1，0)，b=f}，})， 
、 二  厶 ， 

则下列结论中正确的是( )． 

(A)I口I=lb I (B)口·b= 王一 
二 

(C)a∥ (D)口一b与b垂直 

解：口一b=( 一，一 1一)，(n—b)·b=0， 

所以a—b与 垂直． 

故答案选 D． 

【点评】此题依据向量的坐标运算，直接代入求解，即可判 

断出结论．一道关于坐标运算的考题，通过四个选择项的设计， 

涉及到了对向量的模、数量积运算、平行、垂直等的考查，实 

为一道人们十分喜欢的中华民族传统美食佳肴——“杂烩”． 

3．数量积搭桥 

例 13 (北京卷·理6)若a，西是非零向量，‘ 上6”是 “函 

数f( )=(棚 +b)·(曲 一口)为一次函数”的( )． 

(A)充分而不必要条件 

(B)必要不充分条件 

(c)充分必要条件 

(D)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解：f(x)=(棚 +b)·(曲 一口)=(口·b) +(6 一a ) 一口·b． 

当a_l_b时，a·b=0，若有J Ja J，则函数恒为0，f(x) 

不是一次函数，因此条件不充分；而如果
．

厂( )为一次函数，则 

n·b=0，因此可得 a上6，故该条件为必要．故答案选 B． 

【点评】以向量数量积的运算，构造出一个函数，通过对函 

数形式的分析与研究，考查了向量的知识与简易逻辑知识．一道 

借助向量数量积搭桥的交会考题，融合 了函数、向量、逻辑三 

大知识块，考查形式上也颇为新颖． 



 

4．新 定 义运 用 

例 14 (山东卷·理 12／文 12)定义平面向量之间的一种运 

算 “0”如下，对任意的a=(m，n)，b=(P，q)，令aQb= 

m口一印，下面说法错误的是( )． 

(A)若 a与 b共线，则 aQb=0 

(B)aC)b=bGa 

(C)对任意的A∈R，有(Aa)Qb=A(aGb) 

(D)(扛0西) +(ab) =Ia l l西J 

解：若 口与b共线，则有a~b=唧 一印=O，故选项 A正确； 

因为bQa哥p，l—qm，而a~b=mq—np， 

所以有 aQb#bGa，故选项 B错误，故答案选 B． 

【点评】在平面向量的基础上，定义其一种新的运算，研究 

新运算下的有关性质和结论．这种涉及新定义的考题，属高考中 

创新题型，它既考查 了平面向量的基础知识以及分析与解决问 

题的能力，也起到 了培养与检阅考生创新思维能力的作用． 

5．面积巧表示 

例 15 (辽宁卷·理 8／文 8)平面上 0、A、B三点不共线 ， 

设 =口，商 =b，则AOAB的面积等于 ( )． 

(A)、／ 下 I一 

(B)、／ 

(c) 、／ 下 ]T 

(D) 、／ 下 

解：s△m口= 1 I口l lb I sin(a，西> 

=  I口I Ib I、／ ■ 
／ 

=  l tb l、／·一 再 
=  、／ = ， 

故答案选 C． 

【点评】将三角形面积用向量表示出来，巧妙地将向量运算 

与解三角形知识进行了交会．解答过程中，涉及到 了正弦相关的 

三角形面积公式、正弦与余弦的平方关系、向量夹角的余弦公 

式，对含向量式的代数变形也提出了较高要求． 

6．向量链概率 

例 16 (福建卷·文 18)设平面向量 am=m，1)，西 =(2， ， 

其中m， E{1，2，3，4}． 

(1)请列出有序数组 m，n)的所有可能结果； 

(2)记 “使得 口 上(4 一西 )成立的 m，n)”为事件 A，求事 

件A发生的概率． 

解：(1)有序数组 m，n)的所有可能结果为： 

(1，1)，(1，2)，(1，3)，(1，4)，(2，1)，(2，2)，(2，3)， 

(2，4)，(3，1)，(3，2)，(3，3)，(3，4)，(4，1)，(4，2)，(4，3)， 

(4，4)共 16个． 

(2)a 一b =(m，1)一(2，n)=(m一2，1一n)． 

由口 上( 一b )，得 am·(a 一b )=0， 

即 m(m一2)+1·(1一 )=0， 

整理为m2—2m+1一n=0， 

即n= m一1) ． 

由于m，，l∈{1，2，3，4}， 

故事件 A包含的基本事件为(2，1)和(3，4)，共 2个． 

又基本事件的总数为 16， 

故所求的概率为P(A) 音 · 
【点评】向量链接概率，以高考解答题形式来呈现，给考生 

一 种概率计算的新颖背景，似乎有点陌生，然而静下心来仔细 

读题，不难发现题目实属简单，只需掌握简单的列举法与数量 

坐标形式的减法及数量积运算即可．本题既考查了概率与平面向 

量等基础知识，也考查了运算求解能力、应用意识，考查 了化 

归与转化思想、必然与或然思想． 

四、复习策略 

1．注重基础。梳理考点 

平面向量与复数在高考中的考查 ，有近七成的考题只是涉 

及到对基础知识的考查．我们要注重它们的基础性，一定要牢固 

掌握相关的基础知识．在复习中，应当先梳理好其知识脉络，然 

后逐一核查各知识点是否掌握．例如复数，包括复数分类 、复数 

相等、几何意义、复数加减法、复数乘法、复数除法、共轭复 

数、复数的模等．平面向量，包括平面向量的基本概念、加减 

法、数乘、数量积、坐标运算、夹角、平行与垂直等． 

2．注重运算，掌握方法 

运算是一份高考试卷的根本．平面向量与复数，都有其 自身 

的运算体系，对相关的运算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特别是复数 

的除法和向量的数量积运算，两者是重中之重．在掌握好运算的 

基础上，也要掌握一些基本方法，包括一些性质的运用． 

3．注重思想，突破交会 

数形结合思想与等价转化思想是高考考查的重点，由于平 

面向量与复数都具有形的特征，所以在复习中要注重数形结合 

的运用．相关运算中，对代数式的变形，也是化归思想的渗透， 

还有在处理一些复数问题中，通过设复数的代数形式 ，将复数 

问题实数化，这就是一种等价转化的思想．在注重思想的同时， 

我们也要注重它们与其他数学知识的交会，特别是向量，其交 

会切人点和交会形式都比较多，但交会的重点以向量的运算和 

向量的几何意义为主，特别是向量的数量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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