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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广东高考数学试卷评析 

■许少华 程正清 

2010年广东高考数学试卷分文、理两卷，共性 

是观点明确、特点突出，都有一批求新、求稳、突出 

重点的好题．既考查了考生在高中阶段所学知识的掌 

握程度 ，又考查了考生进入高校继续学习的数学潜 

能，都是融知识 、能力、素质于一体的优秀试卷．这 

对今后的教学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下面全面分析一 

下试卷，供参考： 

一

、 抽样得分情况 

由于计算机的应用 ，使得分数统计方便了很多． 

在阅卷过程中，从一个小组 (一万份以上)的记录， 

可以看出各小题的平均分．文科 ：l1～13题平均得分 

9．49分；选做题平均得分 3．85分；16题平均得分 

9．19分；17题平均得分 9．31分；18题平均得分 5．74 

分；19题平均得分4．89分；20题平均得分 1．14分； 

21题平均得分 1．12分 ；理科 ：9~13题平均得分 

l8．78分；选做题平均得分 3．34分；16题平均得分 

11．42分 ；17题平均得分 7．89分；18题平均得分 

7．43分 ；19题平均得分 7．7分；20题平均得分 1．47 

分；21题平均得分 2．09分． 

这些枯燥的数字能说明什么?大的方面，可以看 

出全省对于相应知识与技能的教学情况、考生的掌握 

情况；小的方面，可以让同学们了解对相应知识的掌 

握是否可以达到全省的平均水平．有一个全省的基准 

线，随时可以参照． 

二、试题特点 

今年高考题的个性突出、特点鲜明，下面针对试 

题特点谈谈个人浅见． 

1．基础题，推陈出新． 

理科卷 中第 l、2、3、9、10、16(1)(2)等 ； 

文科卷中第 1、2、3、5、7、8、12都是基础题 ，这 

些题 目所要求的是基本的运算能力．只要对题 目涉及 

的基础知识比较熟悉，再按照常规方法进行求解 ，运 

算 比较细心 ，基本上都可以牢牢地得满分．由于这些 

题 目在试卷的排版上都靠前，因此，对考生是一种安 

慰和鼓励 ，让考生普遍感觉 ，题 目平易近人．显然 ， 

这对于考生的正常发挥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是 “以人 

为本”的社会理念在高考试卷中的重要体现． 

但，基础题不等于送分题，请看： 

例 1．理科第 9题 ：函数 x)=lg(x一2)的定义域 

是一 ． 

分析与点评：这道题应该说够简单的了，由于它 

是填空题，如何表述这个答案是关键．是 x>2吗?不 

是，函数定义域的表示有两种形式： 一是集合，二是 

区间．不规范的表示，肯定是不能得分的． 

例 2．理科第9题：已知圆心在 轴上，半径为 

x／2的圆 0位于轴 Y左侧 ，且与直线 x+y=O相切 ， 

则圆 0的方程是— — ． 

分析与点评：待定系数法是求曲线方程的重要方 

法，而此法正是在圆与方程这一节 中介绍的．能否准 

确应用直接影响着本题的求解．设圆心为 (n，O)，则 

方程为 ( 一口) + ：2，因为与直线 x+y=O相切 ，得 

=x／T ~n=±2，由于圆 0位 于 Y轴 左侧 ，所以 

a~--2，得方程为 ( +2) +y2=2．注意 “位于Y轴左侧” 

不可漏掉，否则，将前功尽弃． 

2．常规题，引人入胜． 

无论多么新颖的试卷，一定存在着常规题，高考 

卷更不例外，关键是这些试题以什么样的 “容颜”呈 

现在考生面前?今年的试题个性突出，请看： 

例 3．理科第 9题 已知 {a }为等 比数列 ， 是 

它的前 n项和．若 o'2·∞=2n ，且 an与 2a7的等差中项为 

÷ ，则Ss：( ) ． 

A．35 B．33 C．31 D．29 

分析与点评：从方程的角度出发，不难看出只要 

设出公 比g，很容 易将条件转化为 a 、q的方程组， 

解方程产生 a 、q的值 ，再代入前 5项和的公式即可 

产生结论．看看计算吧! 

falq·alqZ=-2al， f。1qx-2， 

设公比为q’则{n。g n，g j{ajq 3+2alq3．o3_5．一 

障’j 激靴 {矿：} j{g= s5=旦 一-3l‘这是等比 



数列的常规题，主要考查基本运算，难吗?不难．运 

算量大吗?也不大．但必须注重基本算理，掌握运算 

中整体的 “巧”与 “妙”方能快速产生结论． 

例 4．理科第 13题 ： 

某城市缺水问题比较突 

出，为了制定节水管理 

办法，对全市居民某年 

的月均用水量进行了抽 

样调查 ，其 中n位居民 

的月均用水量分别为 
⋯  (单位：吨)，根据 

图 2所示的程序框图 ， 

若n=2，且 分别 

为 1,2，则输出地结果 s 

为 ． 

解析与点评 ：运行一下是求解此类题的基本方法， 

第一步：i=1，s1 1 l：1， m =1，s=O； 
1 1 

第二步：i=1 =sl协2：3，52= 2 ；：5，s=}(s2一}s；) 
二 二 

一

1 
一  ‘ 

在这些眼花缭乱的替换中，你能阵脚不乱吗?它 

不仅要求你有娴熟的运算能力，还要求你必须始终保 

持高度清醒的头脑． 

3．创新题，新而不怪． 

本套卷中的创新力度是较大的，有些题目的设计 

相当漂亮．如 ： 

例 5．文科第 10题：在集合 {o，6，c，d}上定 

义两种运算和如下： 

0I球 b c d 

4 

口 占 

口 

口 口 

d 
} 

口 

那么d@(00c)=( ) 

A．o B．b C．c D．d 

分析与评：由0的定义可知 n0c：c，又由0的 

定义可知 d0c ．多么漂亮的试题 ，只要抓住定义， 

细心观察，便会立即产生答案． 

例6．理科第 8题：为了迎接 2010年广州亚运 

会，某大楼安装 5个彩灯，它们闪亮的顺序不固定， 

每个彩灯彩只能闪亮红、橙、黄、绿、蓝中的一种颜 

色，且这 5个彩灯闪亮的颜色各不相同．记这这 5个 

彩灯有序地各闪亮一次为一个闪烁．在每个闪烁中， 

每秒钟有且仅有一个彩灯闪亮，而相邻两个闪烁的时 

数学有数 

间间隔均为 5秒．如果要实现所有不同的闪烁，那么 

需要的时间至少是 ( ) 

A．1205秒 B．1200秒 

C．1195秒 D．1190秒 

分析与点评：首先要 “不同的闪烁个数”，其次， 

要分析每个 “闪烁”所用的时间．由于，所有不同的 

闪烁个数也就是 “红、橙、黄、绿、蓝”在 5个位置 

上的不同排列，因此，个数为A；=120．又因为相邻两 

闪烁之间的间隔为 5秒，而每一个间隔的时间也是 5 

秒，因此，需要的时间至少是 120x10-5=1195． 

这些题目无论是从基本结构、还是从表述形式， 
一 看便有一种想征服它的欲望．当完成求解，再回过 

头来欣赏这些题目时，可以发现构思巧妙、结构新 

颖，堪称妙题． 

4．应 用题 ，悄悄加码 ． 

考试说明对应用意识要求较高，它指出：能综合 

应用所学数学知识、思想和方法解决问题，包括解决 

在相关学科、生产、生活中简单的数学问题；能理解 

对问题陈述的材料，并对所提供的信息资料进行归 

纳、整理和分类，将实际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建立 

数学模型；应用相关的数学方法解决问题并加以验 

证，并能用数学语言正确地表达和说明． 

应用题是高考的一棵 “长青树”，始终焕发着时 

代气息，看看今年高考试题：理科第8题、第 l3题、 

第 17题、第 19题-累计分值多达34分，约占全卷的 

五分之一。文科第 11题、第 12题、第 l7题、第 l9 

题．累计分值也是34分，同样大概占全卷的五分之一． 

文 、理都是如此 ，足以可见不是什么偶然现象澎；及 

知识从排列、组合、程序框图、统计概率、独立性检 

验到线性规划等．涉及题型也是选择题、填空题、解 

答题样样都有． 

这是不是一种信号?它告诉我们依据现实的生活 

背景，提炼相关的数量关系，构造数学模型，将现实 

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并加以解决将是下一步高考改 

革方向，当然，它也必将重新掀起高中数学教学侧重 

于应用意识的培养之风． 

5．压轴题，刚柔相济． ’ 

压轴题，也就是最后一题 ，很多人都会认为压题 

最难，其实今年的压轴题并非是最难的题，可以说是 

有难有易的刚柔相济试题． ‘ 

例7．设4( Y-)，B(x2，y2)是平面直角坐标系 

上的两点 ，先定义 由点 A到点 的一种折线距离 

P ， )为P ，B)=lx2叫II+lyI— ． 

对于平面xoz上给定的不同的两点 A( t，Y。)， 

B( 2，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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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点 C(x， )是平面xOy上的点，试证明 

p(A，C) (C， )≥p( ， )； 

(2)在平面xOy上是否存在点 c ，y)，同时满足 

(A，c)+p(C，B)=p(A，B)； (A，c)=p(A，B)； 

若存在，请求所给出所有符合条件的点；若不存 

在，请予以证明． 

分析与点评：对于第一问，大家会想到先写出p(A， 

c) (c，口)及p(A，曰)，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也许 

不写不知道，写了，还真的吓一跳p ，C)=Ix。 『+ f， 

p(C，B)=kz-xIl+Jyr lI，p(A，B)=tx~-xll+I弦 l，再一对照第 
一 问的结果 ，这不是绝对值不等式吗?就这么一步到 

位，还真是太 “温柔”了． 

第二问呢?由于‘ ，c)w(c， )=p(A，曰)”，也就 

是第一问中取等号，由Ix— I+I 一xl≥Ix 一 I等号成立， 

可得( )( z一)≥O，于是，第一问等号成立即为( — 

1)( 2咄)≥0且( 1)(弦_y)≥O，不失一般性，设 ，≤ 

(1)若 Y ≤)，2，由(y t)( z-y)≥O得 Y-≤y≤ 2，结 

合 ，≤ ≤ ：可知，点 c( )在矩形内部或在边界上． 

而 ‘ ( ，c)=P(c，曰)”呢?也就是l 。f+I 『_ 

l 2 }+l 唧 叫+堑 ． 
二  

设AB中点为 ( o，yo)，则 y= o y0，此时，点 

c存在，所有符合条件的点构成过AB中点、斜率 

为一1且位于矩形区域内的线段(包括端点)． 

(2)若yl z，由 (y ，)( z-y)≥0，得y2≤，，≤y 

且 l≤ ≤ 2． 

由第二个条件 ，得 y=-x-堑 一． 
二 

设 AB中点为 (粕，y0)，则 y 一o y0，此时，点 

C存在，所有符合条件的点构成过AB中点、斜率为 

1且位于矩形区域内的线段 (包括端点)． 

由(1)(2)可知点 C(x，y)是存在的，所有符合条 

件的点构成过 AB中点、斜率为一1或 1且位于矩形 

区域内的线段 (包括端点)． 

此题难吗?不难．简单吗?不简单．怎么评价?有 

难有易、刚柔相济． 

6．陷阱题 ，假象巧妙． 
一 套好的试题 ，一定存着一些思维陷阱型的试 

题 ，用以考查思维的严谨性 、全面性． 

例 8．理科第 6题(文科第 9题)：如图 1，a ABC 

为正三角形，AA ／／BB flCC ，CC j_平面ABC且 3AA 

= 丢胎 =CC =AB，则多面体ABC-A B c 的正视图(也 
，  

称主视图)是 

分析与点评 ：看看图一的一个侧面 A ABB ，再 

} 

C 

B 

。岔 4 

C 

图 l 

看另一个侧面 A A CC ，由于从图一上观察可知 BB < 

CC ，于是立选答案 B．其实 ，是错误的．注意到AB处 

在水平位置又加上 AABC为正三角形，因此正确答 

案为 D，也许会出乎意料． 

例 9．某食品厂为了检查一条 自动包装流水线的 

生产情况，随机抽取该流水线上40件产品作为样本 

算出他们的重量 (单位：克)重量的分组区间为 

(490，495]， (495，500]，⋯， (510，515]，由此得到 

样本的频率分布直方图，如下图所示． 

／克 

(1)根据频率分布直方图，求重量超过 505克的 

产品数量． 

(2)在上述抽取的 40件产品中任取 2件 ，设 y 

为重量超过 505克的产品数量，求 y的分布列． 

(3)从该流水线上任取5件产品，求恰有 2件产 

品的重量超过 505克的概率． 

分析与点评：第一问很简单 ，易得结论为 l2． 

第二问呢?是超几何分布，其分布列为P(y= ) 

=  等里 ( o，1，2)． L
,4o 

第三问可以认为是求5次独立重复试验恰的两次发 

生的概率，于是，问题落在如何求一次发生的概率，由 

12

厂 击即可完成．也就是二项分布 (5，})，由此可得 

本／J、问的答案为 -2) ( )2(1一斋) ． 
本题可不一般 ，阅卷中就发现很多同学 “中招”， 

有的将第二与第三问都认为是超几何分布 ，也有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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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有数 

一 厘高考数学馕空题昀分析及其启示 

一童其林 

2010年的福建高考第 15题是填空题中的最后一 

题，作为填空题的最后一题命题都会设置一定的难 

度．怎么解好这个题目呢?除了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 

外，还要有一些应变能力，因为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的 

新颖性，不过化新为旧，陌生问题熟悉化，是我们应 

该有的意识． ． 

题目：(2010福建高考理科数学第 15题 )已知定 

义域为(0，+。。)的函数 )满足：(1)对任意 ∈(0，+ 

)，恒有 )= )成立；(2)当 ∈(1，2】时,f(x)=2-x． 

给出如下结论 ：①对任意 m Z，有 =0；②函数／ ) 

的值域为『0，+ )；③存在 n∈Z，使得f(2 +1)=9；④“函 

数／ )在区间@，6)上单调递减”的充要条件是 “存在 

、 

z，使得 (Ⅱ，6) (2k,2“ )”．其中所有正确结论的序号 

是 

1．探索求解 

看一遍这个题目，第一感觉就是抽象，不易下 

手．若能化抽象为具体，问题便很容易找到解决的办 

法．已知 (1，2]时，flx)=2-x，当 取其他值时，能转 

化为这个解析式吗?我们试试． 

对①，m=0时 (2o)_-f(1)，不知道结果，先看m=l， 

_厂(2 )=2-2=0，而，(2) (2x1)=2f(1)： (1)=0，m=2时 

(2。) 2×2)=2f(2)=o，⋯ 

由此可知 m∈N时，．厂(21：0． 

第二问与第三问都认为是二项分布．像这样的巧妙陷 

阱，恰好击中要害．使教与学的问题暴露无遗．在这我 

真的要大赞此题设计得绝妙无比． 

7．观美玉，吹毛求疵． 

任何一套试题的设计都不会刻意追求知识点的完 

全覆盖，．也不提倡课时比例吻合于分数比例，但 “社 

会公理”是：付出与回报基本一致．理科试题导数及 

其应用未见命题，而这一块的内容是24课时，占总 

课时量的比为 7．4％．相比之下 ，线性规划 ，课时量为 

4课时，设计一道 12分的解答题，实在让人费解． 

三、一点启发 

面对上述的分析，在下一年的高考复习中我们需 

要从下述几个方面人手： 

1．注重基础知识的全面性．由于考试题目涉及知 

识的覆盖面较广，因此，要注意全面掌握基础知识与 

基本技能；不可随意地划定 “不考”内容，而轻易地 

放松或降低要求；要贯彻 “普遍撒网，重点摸鱼”的 

复习策略． 

2．注重思想方法，强化解题过程．根据考查的能力 

类型与能力要求的层次，我们必须注重数学思想方法， 

要在基本数学思想方法(如：函数思想、数形结合思想、 

分类思想及化归思想)的传授上狠下功夫，强化解题过 

程，特别关注解题过程中的思维能力和运算能力． 

3．以逻辑思维能力为核心，结合运算能力、推 

理能力与分析能力的特点，强化结合运算能力、推理 

能力与分析能力，特别关注 “怎样想”，同时，一定 

保证当知道 “怎么算”以后能产生正确答案． 

4．从图形的观察、分析、变换、抽象人手，培养同 

学们的想象能力、抽象能力及提取解题信息的能力． 

5．抓住新增内容的特点，注重新增内容是高考 

试题新的创新点，及它与其它知识的交汇性，更要注 

意新情境下，设计的新问题． 

6．注意知识的网络结构，导数、函数的单调性、 

函数的最值、可转化为函数最值的常规问题，数列的 

的运算与常规技能；由于这两部分知识都是中学数学 

的重要内容，而在 2010年 (特别是理科)考得很少， 

下一年绝不可小视． 

最后，我们知道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数学考试应 

该是思维能力测试、是发展潜能的测试．因此，2011 

年的高考复习一定要有创新，要将研究性学习、自主 

探索性学习溶解在常规学习过程中，对于重要知识、 

重要技能一定要懂得建构．当新的知识通过自己建构， 

纳入自己的认知范围，思维就可以活跃、应用就可以 

得心应手愿你201 1年高考有个好的 “收成”． ． 

责任编校 徐国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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